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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铃薯的良种繁育体系

门 福 义

�内蒙古农牧学院 �

����年 ��月至 ����年 �月
，
笔者对 日

本北海道等地马铃薯生产
、

科研
、
贮藏

、

加

工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学习
。

现就 日本马铃薯

良种繁育体系简介如下
�

日本马铃薯良种繁育休系
，

是从����年

开始建立
，

由国家投资作为道
、

府
、

县的财

政补贴
，
促进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

。

当时政

府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马铃薯良种繁育体系的

重要性
，

故体系不完善
，

产量亦不能大幅度

地提高
。

至 ���� 年
，

政府进一步认识其重

要性
，

于是从 ����年
，

由国家投资
，

在全

国设置 �处马铃薯原原种农场
。
根据需要

，

����年在西南温暖地区又增加 �处
，
至今全

国共 �个原原种农场
。
这 �个国营原原种农

场
，

是建立和健全 日本马铃薯 良种繁育体系

的基本保证
。

这样
，
在生产无病毒种薯的同

时
，

对环腐病也进行了严格的鉴定
。

环腐病

曾大发生过的 日本
，

该病目前已被控制
。

日本采用 �级 良种繁体 系 �实 际 是 �

级�
，
即原原种一

原种 一
‘
良种一

，一 般

栽培种 �其中 �。� 左右的农民 每 年 更 新

种薯
，
另 ��� 左右农民每两年更新一次种

薯�
。

�
�

与农家田块及茄科作物 等 地 区 隔

离
，

与有蚜虫传播媒介的地区隔离
。

�
�

病毒病和蚜虫发生少的地区
。

�
，

外界环境条件
，

特别是温度对马铃

薯生长发育适宜的地区
。

关于隔离的距离问题
，

由于 日本国土狭

窄
，

不指套用美国
、

加拿大的隔离对距离的

要求
，
只要能比较好的满足隔离的 要 求 即

可
。

一般选择高海拔
、

高纬度
、

海岸地区
，

生育期间降雨适中的地区
，

这些地区一般说

蚜虫较少
。

北海道各地均可设场
，
南方高海

拔地带也可以设场
。

原原种农场系农林水产省投资设立和经

营的
，

在北海道有 �处
，

青森县
、

群马县
、

长野县
、

长崎县 �����年增设�各 �处
，

共

�处
。

原原种的质量由 �个场自行负责
，

国

家不进行检杏
。

二
、

原种圃和良种圃

�种薯生产的第二
、

三 阶段�

一
、

原原种圃

�种薯生产的第一阶段�

马铃薯原原种是由 �个国营原原种农场

分别组织生产的
。

其设场地点的条件是
�

原种是由县
、

府
、

道 �地方�经营
，
全

部委托给农家—采种组合经营
，

为完成该

项任务
，

地方给予采种组合以适当补贴
，

并

用种薯价格补齐农民的收入
，

使经营种薯的

农民比种植一般大 田 收入略高
。

种薯生产第三阶段— 良种繁殖
，

由各

产地组织若干或数��户农家为 良种繁殖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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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户原则上只能经营良种
，
不能兼营原

种
，

以防棍杂
。

绝大部分是经过培勺��的良种

繁殖专业户
。

种薯繁殖地要求 � 年 以 上 轮

作
，

土地较少而不能进行 �年泛作的农户
，

不能承担此项任务
。

三
、

种薯的检疫 �原种和良种�

�
�

检疫机关

由国家农林水产省植物防疫所负责进行

检疫
。

负责检查 �� 个道
、

府
、

县的原种和

良种
。

�
·

检查对象

包括病毒病
、

寄生性线虫
、

环腐病
、

疤

痴病
、

黑痣病
、

晚疫病
、

青枯病等病害
。

由

于线曳秘环腐病曾么牙本曾大发生过
，

且危

害严重
，
因而很重视

。

�
�

检查范围
、

时期和方法

除生育期间进行田间植株检查外
，

还对

播前的种薯
、

繁殖田块
、

收获的块茎等进行

检查
。

原种圃
�
主要检查确认其种薯是否为原

原种农场生产的原原种
。

良种圃
�

检查并确

认其种薯是否为地方指定的原种圃生产的原

种
。

此外
，

还进行防疫检查官认为必要的检

查项 目
。

而且播前必须进行种薯消毒处理
。

有寄生性线虫发生过的地区
，

播种前必

须对土壤进行检查
，

要求土壤中无线虫
，
否

则不能播种
。

在冷凉地区的春作马铃薯
，

生育期间检

查 �次� 在温暖地区春作早熟栽培或秋季翘

培
，

由于生育期间较短
，

原则检查 �次
，

必

要时
，
也可临时增加一次

。

第一次检查在株

高 �� 厘米左右进行 � 第二次在现蕾开花期

进行
� 第三次在落花后 �� 天前后进行

。 �

块茎的检查
，

在收获至入库前进行
。

以上各次检查
，
一旦发现不合格

，

其生

产的全部种薯均作为商品薯处理
，

不拿种薯

合格证
。

�
�

种薯检查的合格标准
’

一各时期田间检查主要是对地上部状况和

一部分地下部状况进行检查
。

要求无线虫
、

无病毒
、

无异常
、

无青枯病等植株
。

全生育

期要求无环腐病发生
，
疫病

、

黑痣病等显著

可见的发病率在 ��� 以下
，

传毒蚜虫发生

少为合格标准
。

上述标准中对环腐病要求最严格
，
在田

间任河时期只要发现有 �株病件
，

其生产出

的种薯即以不合格论处
，
就不发合格证

，
且

使用同一种薯的其他繁殖 田块
，
也作为不合

格论处
。

在有寄生性线虫发生的地区
，

对地下状

况要进行严格地检查
，
看是否有寄生性线虫

的附着
。

当对病毒病
、

青枯病
、

异状植株检 查

时
，

如果在抽样点上发现病株
，

该繁越田即

作为不合格论处
，
但 良种田在检查菌

，
允许

拔除病株
。

四
、

病虫害的防治与鉴定

病毒的鉴定工作主要在马铃薯厦原种农

场进行
，
其主要方法有

�

�
�

病征鉴定

在各级种薯繁殖过程中常用 的 方法 之

一� 包括地上部能够用肉眼观察到的一些发

病征状
，

如变色
、

变形
、

组织坏死
、

生育异

常等
。

此外
，
块茎和植物体内也常丧现出各

种能用肉眼观察到的一些病征
，
如 块 茎 变

小
、
变长

、

变尖和茎秆内维管束变 色等
。

借

助病征对病毒病害进行鉴定的方法
，

是病毒

鉴定简单易行的重要方法
。

�
�

病株拔除法

此法也是各级种薯繁殖过程中广泛采用

用的方法之一
。

在病征鉴定的基础上
，
及时

洽除病原植株
，
以防传染扩大的一种简而易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行的方法
。

在 日本是通过
“
单位栽培法

”
来

解决生育期间彻底拔除田间病株的
。

所谓单

位栽培法
， ，

即在播种时使每个种薯的若干个

切块
，
连续播种在同一行内

，

每 ��株为一

个单位
� 就是每 �� 株的两端各留一个空株

�不点种�
， ‘

这
几

样每个单位可种 �个种薯�每

个种薯切 �块�
，
或种 �个种薯 �每种薯切 �

块�
，

或种 �个种薯 �每种薯切 �块�
。

在生

育期间任何 �个植株发病后
，

都可以找出该

株同一种薯的其他尚未发病的植株
，

便于全

部一次拔除掉
。

单位投培法切开种薯的时候
， 一

辱个种薯

不能像一般级培法全部切断
，

而是将种薯放

在一个特祝洲有凹的小木板上进行切决
，

这

样就使种 曹汤而不断
，

在播种时再用人工册

开连续点种
。

切完每个种薯时
，

切刀都要消

毒
。

�
�

个别鉴定法
。

此法在原原种农场使用
，

是对每个块茎

分别进行鉴定的一种方法
，
一般在 冬 季 进

行
。

其具体步骤是
�

把要鉴定的块茎分别编

号
，

并从每个块茎上挖下一个芽眼
，

各芽眼

的编号与块茎编号相同
。

将挖下的芽眼种于

温室苗床内
，
待苗长至 ����� 厘米高时

，

在每株上取上部展开叶片
，

在室内分别进行

各种病毒病和若干细菌
、

真菌病害的鉴定
，

发现带病毒或病菌的植株
，

就将该株相应的

块茎淘汰
。

日本近年来由于带毒块茎较少
，

为节省人力和物力
，
在取叶鉴定时

，
以��片

叶���株�为一组进行混合处理
，

如果发现哪

一组有病
，

再将这��株叶片分别进行鉴定
，

确定被淘汰的块茎
。

如果没有病毒反应的组
，

便可以作为无病毒通过
。

此外
，

在原原种农场还采用 接 种 鉴 定

法
、

抗血清鉴定法
、

电子显微镜鉴定法
，

这

里不再一一介绍
。

在上述一系列鉴定的基础上
，

原原种和

原种生产过程中
，
还要进行防蚜和 防 病 喷

药
。

一般从 �月中旬至 �月 中旬 �北海道�

每隔 �� 天喷洒一次
，

全生育期喷 �、 �次
。

每次喷洒的药液均为防虫和防病混合药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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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进行第一次搬垅压蔓� 在妙枝 放 叶 之

后
，
长到 �异��� 厦考长时进行第二次搬垅压

蔓
，
并且除净杂重

。

孕蕾期进行第三次搬垅

压蔓
，

进行高片土
，

封儿
，

以利多结薯块
。

马铃薯进入开花从以后
，

地上草和地下

茎生长发育进入高峰期
，

这时水肥需要量最

大
，

每亩可施入硝按 ��公斤左右
，

在雨后

追肥更好
。

�
�

喷药防蚜 在马铃薯出 苗 后 每 隔

�����天喷药一次
，

采用 ����倍 �。阅 农

药或灭蚜松
、

乐果
、

氧化乐果等农药均可防

治蚜虫
，
一般喷药 ���次

，

可达到控制蚜

虫传毒的 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