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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盟马铃薯无病毒种薯生产

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经验

李振藩

�鸟彗�农枚渔业处�

马铃薯是乌盟大宗的优势作物
，
每年播

种面积均在���万亩左右
。

由于它抗早高产
，

地区适应性强
，
无论丰年欠年

，
都有较好收

成
，
在全盟粮食生产中占有很大比重 �一般

占年总产量的��一����
，
起着其它作物无

法替代的稳产作用
。

但是
，
由于马铃薯的退

化
，
使乌盟的单产����

。
�公斤

，
����一����

年平均数�远远低于全国 ����公斤� 及全

世界 ����公斤� 的水平
。

因此
，
解决 马 铃

薯的退化
，
不断探索马铃薯的增产途径

，

始

终是推进乌盟农业生产发展的重 要 课 题 之

乌铃薯的低产 �或减产�是因为马铃薯

在不 良条件下感染多种病毒的结果
。

采用马

铃薯茎尖脱毒
，
培育无毒种苗

，
配之以健全

完整的繁育体系
，
生产合格的无病毒种薯

，

再推广到大田上应用
，
从而成倍地提高了马

铃薯的产量
。

乌盟的这项工作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
、

微生物所
、

动物所等单位的具 体 帮 助 下
，

����年开始了试验
， ����年建立了我国第一

个马铃薯原种场
，
并于当年生产出了

“
深眼

窝
” 、 “

里外黄
” 等脱毒种薯

。
����年通过

了中试
，
取得了科研成果

，
脱毒种薯开始进

入了生产示范
。

共显著的增产效果 �一般亩

产为����一����公斤� 为乌盟马铃薯的大幅

度增产展示了光辉的前景
。

但是
，
在以后的推

广过程中
，
由于品种选择不 当

，
保种和检验

工作未能跟上
，
调运各地推�“ 的

“
深眼窝

” 、

“
里外黄

”
两品种因生长期长

、

薯形不好
、

病烂严重
，
很快被淘汰

。

随着农村经营体制

的变更
，
原来建起的县

、

公社
、

大队三级 良

繁体系 也随之解体
，
致位这项成果的应用受

到影响
，
在生产上推广十分缓慢

。

���川杯
，
国家科委为了将这项重要科研

成果尽快转化生产力
，
提出了

“
马铃薯无病

毒种薯生产技术和良种繁育体系
”
建设的玫

关项目
。

根据乌盟的基础条件
，
针对农村普

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际
，

我们设

计了以各级农户直接承担繁育任务为基础

以建立良繁体系为桥梁
，
以生产脱毒种薯促

进理产增收为目的伪实施方案
。

由盟统一组

织攻关
，

生产两部分种薯 �墓拙种薯
、

合格

种薯�
，

协调 �个环节 �盟农科所
、

盟种子

公司
、

盟原种场�
，
确足 �个旗县 �卓资县

及察右后旗
、

察右前旗
、

丰镇县� 为 攻 关

主
、

副点县
，
大田生产 �年更新一次良种

。

经过 �年的连续工作
，
�个旗县基水建起了

一
、

二
、

三级 良繁体系
，

能够生产各级合格

的脱毒种薯 �亩产均在����公斤以上
，
最高

达����公斤�
，
并做到每年按程 序 逐 级 供

种
，
同时向全盟其它旗县推广

。

大而积普遍

增产��
�

�一��
。
��

，
有的成信增产

。

科研成

果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
促进了生产发展

，
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
�

�年
，
�个旗县的��个乡

、
���个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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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种植一级种薯田���
�

�亩
，
二级种薯

田����
。
�亩

，
三级种薯田����亩

，
共生产合

格种薯���
�

��公斤
。
全盟巧个旗县推广�����

亩
，

增产鲜薯����
�

�万公斤
。

����年
，
理个旗县的��个乡

、
���个村

、

�����户种植一级种薯田���亩
，
二级种薯田

����亩
，
三级种薯田 �����亩

，
共生产合格

种薯����
�

�万公斤
。

全盟��个旗县推广�����

亩
，
增产鲜薯����

�

�万公斤
。

����年
， �个旗县的 ��个乡

、
����个

村
、
�����户种植一级种薯田���亩

，
二级种

薯田����亩
，
三级种薯田�����亩

，
共生产

合格种薯�� ��
�

�万公斤
。

全盟��个旗县推广

������亩
，
增产鲜薯����

�

�万公斤
。

����年
，
�个旗县的�一个乡

、
����个村

、

�����户种植一级种薯田���亩
，
二级种薯田

����亩
，
三级种薯田�����亩

，
共生产合格

种薯 ����
�

�方公斤
。

全 盟 �� 个 旗 县推广

������亩
，
增产鲜薯����

�

�万公斤
，
年纯增

经济效益����
。
�万元

。

�年累计总增鲜薯�����
�

�万公斤
，
以每

公斤�
�

��元计算
，
总增收����

�

�万元
。

富裕

了农户
，
促进了生产

，
充分显示了科研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的巨大威力
。

攻关 �年之所以能获得上述显著效果
，

主要是采取了以下技术及组织措施
�

对各个技术环节既统一协调
，
又明

确分工
。

乌盟农科所利用已有的技术装备承

担了茎尖脱毒
、

快速繁殖
、

网室生产原原种

及病毒鉴定任务
。

该所采用一刀切下只 带 �

个叶原基的先进找术
，
提 高 脱 毒 率 �

。
��

�
�

�� �各种病不同�
，

戊活率达到��
。

��
。

采用茎分段循环切芽
、

幼枝扦播
、

苗栽等快

繁无毒苗的新方法
，
每年可生产无毒苗 ��

��万株
，
并在室内生产微型薯

，
在田间利用

网室生产原�叔种
，
亩 定植����一�����株

，

产小整薯���。一 ����公斤
。

还采用了较完备
的指示植物接种

、

皿清鉴定等手段
，
进行了

病毒鉴定
。

乌盟马铃薯原种场接受盟农科所

提供的原原种
，
利用高山隔离方法负责繁殖

合格的基础原种
。

该场有耕地���亩
，
以�年

轮作制防止土壤传病
。

每年种���亩原种田
，

采取合理密植
、

拨除病毒及防蚜技术等保种

措娜
，
年产原种近�‘�� “ 万公斤

，
供旗县之

需
。

乌盟种子公司按繁育体系的要求
，
以��

倍的繁殖系数
、
�年更新一次良种的速度

，

组织旗县种子公司分区布局
，
按逐级供种要

求
，
进行种薯调运

，
做好产前

、

产后等服务

工作
。

�
�

选准脱毒品种
。

鉴于因品种选择不

当而造成挫折的教训
，
审慎地注 意 推 广 品

种的选定
，
在生产中表现不好的品种及时淘

汰
。

经生产实践表现
，
选出了各旗县的主体

品种和搭配品种
。

就全盟而言
， “

紫花白
”

“
中心��号

”
两品种普遍表现抗病高产

，
品

质好
，
商品率高

，
深受农户欢迎

，
确定为主

栽品种
，
保证了攻关的顺利进行

。

严格执行保种措施
，
保证各级种薯

质量
。

要生产出高质量的合格种薯
，
不仅要

有好的基础种薯
，
还必须在整个繁育过程中

实施一整套相应的栽培保种措施
。
�年攻关

中主要采取了把好五关
，
即

�

种薯出窖关
、

切刀消毒关
、

播种技术关
、

田间拨除 病 株

关
、

收获贮藏入窖关
。

落实好十 项 技 术 措

施
，
即

�
严格淘汰带病种薯� 普遍进行催芽

晒种� 小整健薯播种� 种薯不够需切籽的
，

一
、

二级田种薯用��粉消毒切刀 ，增施肥料
，

一般亩施农家肥����公斤
，
同时深施碳按��

公斤� 保证下籽量
，

每亩在�������公斤
，

保苗���������株
� 一

、

二
、

三级种薯实行单

收
、

单运
、

单贮
，
按供种程序调运 � 设置隔

离带
，
一级田为 ��� 米

，
二级田为��米

，
隔离

带内禁种未脱毒的马铃薯及十字花科
、

茄科

等嚼毒庵主作物
� 细锄

、

深锄多培土
，
严格

拨徐病裸
、

杂株
，
普遍进行�一�次� 适当提

早收获 �或割蔓�
，
防止有翅桃 蚜 迁 来 传

毒
，
减少病毒侵染� 在开花期

，
组织科技人

员探入田间
，
进行检验定级

，
对合格种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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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马铃薯种植历史初考

蔡培川

�天水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马铃薯 ��
�

���。 �。 ����为茄科茄属植

物
，
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山区的智利

、

秘鲁

一带
。

约于����年由西班牙海员首先将其带

回西班牙和葡萄牙
，
然后在欧洲各地种植

。

中国广东
、

福建至今仍称马铃薯为
“
荷

兰薯
” 。

有关资料记载是荷兰殖民者于明朝

万历��年至清康熙元年����������年�盘距

台湾时带来种植的
。

福建松溪县于清康熙��

年 �����年� 完稿的 《松溪县志》 中
，
把马

铃薯作为蔬菜作物进行了描述
。

我国于明末

清初在台湾及东南沿海地区就开始栽培
。

位于陕
、

甘
、

川交界处的甘肃天水
，
马

铃薯种植面积从����年的��
�

�万亩
，
发展到

����年的��
�

�万亩 �占全国马铃 薯 总 面 积

����万亩的 �
�

��
，
占甘 肃 省 ��� 万 亩 的

��
�

���
，
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

�

��
，
仅

给产地合格证
，
建立档案

，
有计划供种

，
保

证质量
。

�
�

层层加强组织领导
，
搞 好 技 术 培

训
。

盟
、

旗县
、

乡层层由分管领导挂帅
，
吸

收农业
、

科技及种子
、

推广等业务部门的领

导
、

技术骨干参加
，
组成攻关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
，
做到统一计划

、

分级实施
、

上下结

合
、

纵横协调
，
有部署

、

有检 查
，
一 抓 到

底
。

每年按攻关任务组织 �次统一行动
，

春

季层层鉴定完成任务的责任状 �盟与旗县
，

旗县与乡
，
乡与农户�

，
一直落实到每个繁

殖农户� 夏季结合栽培管理
、

拨除病株及田

间检验等工作
，
由攻关办公室组织科技人员

深入田间进行检查指导
，
把保种技术措施真

正落到实处� 秋季召开预产评估会
，
制定调

剂供种计划
，
组织种薯调运

、

实 施 逐 级 供

种
。

为了切实把好攻关质量关
，
求得实效

，

�年 中始终突出了脱毒种薯知识的普及与繁

育技术的传授
。

盟编写了 《脱毒种薯栽培技

术操作规程 》 、 《种薯质量检验定级标准》

等技术资料
，
发到旗县执行

。

旗县还编印了各

种技术小册子提供给繁殖农户学习
。

盟攻关

办公室的领导和技术千部亲自到攻关旗县进

行技术讲课并放映脱毒种薯幻灯片培训技术

骨干
。

在农忙季节又组织农民技术员到一
、

二级种薯田进行现场操作
，
再逐级向农户传

授
， �年中 �个攻关旗县抽组技术 干 部 ���

人
，
举办技术培训班��期

，
培训人员 �����

人
。

不仅普及了脱毒种薯的科技知识
，
还为

农村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
。

按照乌盟承担的攻关任务
，
����年 �月

��日至�� 日
，
攻关主点县卓资县通过了国家

鉴定验收
，
积累了

“ 一级种薯不 出乡
，
二级

种薯不出行政村
，
三级种薯就地 串换

”
的经

验
，
其作法为县级单位建体系提供了模式

。

卓资县的经验有力地指导了副点县的工

作
，
又经过两年的协调 攻 关

，
����年 �个

副点县 �察右后旗
、

察右前旗
、

丰镇县� 都

通过了验收
，
圆满地完成了攻关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