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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 国家
“ 七

· �

五 ”
攻关 马铃薯课题

�

主持单位
，
马铃薯全国区域试验主

持单位及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 员会主持的����年 全国马铃薯科研工作会议于

��月 � 日至��月� 日在山 东济南召开
。

与会者向大会提 交论文��篇
。

这里刊登的是

论 文 日录
。
本刊 自����年 第 �期起

，

将 陆续择优刊登
。

马铃薯遣传工程技术的研突

马铃薯品种
“
东农����

”
�� 乡户孤雌 生殖

��倍体后于丈遗传变异的分析

用根癌土壤杆菌和发很上壤杆菌转化马
铃薯的初步研究

马铃薯实用 苗生 长援慢原因的探讨

植物抗病毒基因工程与马铃薯抗病育种

不同贮藏条件马铃薯还原糖含量变化规
律侧试

��。 一

�喃
���� ��育种价道口上充初报

改进育种方法提高马铃薯窝种成效

利用种子形态预洲马铃薯杂种后 代的研

兄

马铃薯抗青枯病体细胞变异体离体筛选
研究初报

马铃薯新品种
“

坝薯。 弓
”
选育与推广

赴波兰考贡马铃薯育种工作几点体会

戴朝曦 于品华 王蒂 冉毅东 曲秀兰

吕文河 张景涛 肖增宽 陈伊里 李景华

甘肃农业大学

东北农学院

王春林 未明凯 程大庆

郭春华 门福义 刘梦芸

田波 张秀华

黄元勋 田发端

中国农科院蔬莱花卉研究所

内蒙古农牧学院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

李万先

甘肃农料院粮作所马铃薯组

林自安 金德敏 左秋仙 李淑媛

湖南怀化地区农科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何礼远等 中国科学院植保研究所

张家口地区坝上农科所马铃薯研究室

张洪乃

浸染马铃薯的烟草坏死病毒 ����
��� 。 王人元 贺俊杰 孙桂华

�������� ������的鉴定

马铃慈不同芽龄种薯生理效应的研究

马铃薯对���
”
田 问抗性的商榷

马铃薯高淀粉育种初世代比重相关性分
布斤和测选方法的探讨

张家口地区坝
�

匕农科听

黑龙江农科院克山马铃薯
研究所

东北农学院

刘梦芸 门福义 减慧娟 郭世英 李实

徐培文 孙慧生 张振洪 藏曰公

刘淑华 姜兴亚 梁德林

内蒙古农牧学院

山东省农科院蔬莱研究所

内蒙呼盟农科所内篆农科院

马铃薯早熟高产及复种秋白菜试验示范
总结

马铃薯晚疫病药剂田间防治总结一一兼
论炭质吸附剂应用

“

晋著了号
”
马铃著的选育

。 ��� 丫 射线对马铃薯的辐身」效应及共
在育种中的应用研究

李宝树 韩忠安 徐丽鸣
从广和 阎国范 田兆辉

灵提多 张振武 倪长喜

衰馨幕萎要警鬃
乡榆，�，镇农业

丢住广站

宁夏农科院植保所
研究所

宁夏化工

山西省农科院高寒作物研究所

谢连美烈绝六张永成 辛元况

只�少
矛 ‘立

上海农药研究所

寿 匆省农科院
肯 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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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二作区马铃薯品种的生态类型与育种

马铃薯脱毒原原种生产的新途拜一一关于
微型薯研究的认识

孙慧生 张振洪 徐培文 藏日公

张业荣 曲仁山 高静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本溪市马铃薯研究所

黑龙江省马铃薯低产原因及提高产量的相
应对策

亚洲马铃薯协会第二次学术年会概述

张 畅 黑龙江省北安农校

马铃薯近缘栽培种及其双单体产生��配子

突变体的研究

王 军

肖增宽 陈伊里 李景华

云南师范大学

东北农学院

马铃薯极早熟品种东农���在北京市延庆县
试种结果

应用反向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检测马铃薯纺
锤块茎类病毒

朱润石 康立军
陈伊里
刘敏颂

王人元 关政华

延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东北农学院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

东城仁农学院

马铃薯花粉粒的分离
、

培养和愈伤组织的形 左秋仙 李椒媛 林自安 金德敏

成

国外马铃薯品种资源研究初报 高占旺 刘锡香 郭振国

马铃薯品种花粉粒发芽力测定方法及结果报 陆儒林 杨万菊
之主二

马铃薯抗病育种研究报告 唐修文

马铃薯实生种子活力的研究 蒙美莲 门福义 刘梦芸

微型脱毒种薯的研究与利用 藏日公 孙慧生 张振洪 徐培文

马铃薯病毒论文摘要 内蒙古大学

全国马铃薯主要优良品种介绍 叶超林 刘诚 孙慧生 刘梦芸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

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坝上农科所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

甘肃省农科院粮作所

内蒙古农牧学院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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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播种
，
又不催芽

，
播期晚

，
出 苗迟

，

薯块膨大期正值 �月中下旬
，
高温季节不适

宜马铃薯生长发育
，
增产潜力受到影响

。

可

以说
，
在丹东地区当前生产主要技术是播种

期最重要
。

� 小 结

�
�

� 在建平县千旱 地 区
，
影 响 产 量 的

主要因素是密度
，
以����株�亩增产效 果 最

为明显
，
亩产平均在���。公 斤 以 上� ���。

株�亩
，

产量平均在��。 。公斤 以下
。

�
�

� 在丹东气候湿润地区
，

影响 产 量的

主要因素是播种期和催芽
，
催芽后最适宜播

种时间在 �月上旬
，

亩产均在 ���� 公斤 以

上 ， 而于 �月末播种不催芽组合的 产 量 均

低
，
在 ���公斤以下

。

�
�

� 建平县示范农场运 用 正 交 试 验 结

果
，
亩保苗都在����株条件下

，
脱毒种薯亩

产����公斤
，
未脱毒种薯亩产����公斤

，
增

产���
，
脱毒种薯发挥了显著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