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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兰早熟马铃薯品种简介 �一�

阿尔克玛丽亚 �川
�门���乏��

品种来源
�

�� �比 。 � � �����
二 又 ����，

��� ������

特征特性
�

茎少粗壮
，

早期呈分散状
，

叶腋处为深紫色
。

叶大
，

深绿色
，

有光泽
，

呈下垂状 � 初生小叶大而宽
，
次生小叶大且

多
。

花序大而多
。

花紫红色
。

块 茎 长 卵 圆

形
，

表皮粗糙
，
黄色

，
薯肉浅 黄 色

，

芽 眼

线
。

块茎芽开始为桶状
，
后为圆锥状

，

芽体

深紫色
，

芽尖浅绿色
，

密被绒毛
。

品 质
�

干物质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茎叶感晚疫病
，

块茎轻感晚

疫病
�
对�和癌肿病免疫

，

抗金线虫的�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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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增施化肥

很据内蒙为 自然和土壤条件
，

为了大幅

度地提高 单产
，

必须 寻
珍丰增加有机肥料的施

用量
，

并要大幅度地增加以氮
、

磷为主的化

石巴施用量
。

�
�

按用途对现有品种进行整理和分类

内蒙马铃薯生 六
，
少

、

加工和综合利用的

后度考忘
， ，么

、

须有相应配套的专用品种
。

内

余当戈生 产中应用的品种多而杂
，
总数约有

犯� ” 个之多 ，

有 必要对其主要品种进行全

间盛理
。

按食几
、 �

�
’

忿和邓工用进行分类
，

模清家底
，

反于今后约育种工作及合理的栽

培利用
。

今后新品种的选育也应以专用品种

为育神目标
，

特别是加工用品种
，

因许多特

性要求较严格
，
必须及早选育适应各种加工

工艺要求的新品种
。

�
�

加强病虫害防治

马铃薯病虫害冲类 繁多
，

是限制马铃薯

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
目前内蒙有 � 、

�
、

卷叶病毒和纺捶块茎 类 病 毒 等 七八种

病毒病害
，

一般减产加����
，

严重者减产

达�� �以上
。

晚疫病和黑胜病部分地区
一

也有

发生
。

环腐病虽 已基本控制
，
但也有再次发

生的潜在可能性
。

因此
，
除通过建立无毒种

薯繁育体系来控制和消除大部分病害外
，
还

必须加强各个生产环节的病虫害的药剂防治

工作
，

害
。

�

以便逐渐彻底控制和消灭病虫害的危

要迩步建成产
，

供
、

加工利用和销

售一条龙 �约联合体

内蒙马铃薯生产山于产供销脱节
，

加工

和综合利用基本上是空白
，

严重影响着马铃

薯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解 决 马 铃 薯

出路已成为内宗岌展马铃薯生产 的 突 出 间

题
。

安忿把全区马铃薯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

势
，

必须之六
、

供
、

加工利用和销售一条龙

的组织形式 �联合体�
，

即由乡镇集体或 个 人

入股投资
，

在各主产区集中建立产
、

供
、

加

工利用和靖售联合体
，
要有大型贮藏库 �包

寸占种薯贮藏库�
、

淀粉加工厂
、

马铃薯 窟 品

加工厂和一系列供销管理机构等
。

这样
，

使

农民生产出来的商品薯和二
、

三级种薯
，

可

碗
�

迁出售给联合体
，
由联合体集 中 贮 藏 管

理
，

选择
、

加工
、

供应农民生产用种薯等
。

联合沐通过交易收取少量手续费和加工再生

产获取的利润
，
逐渐算还设备投资和发放职

工的工资
。

有了这种专门化的联合体
，
既可

保证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中各级种薯的质量
，

便于农 民出食商品薯
，
又有利于综合加工利

用
，

还能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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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特征特性
�

茎少粗状
，

高度分散
，
叶腋

浅红棕色
，
叶大下垂

，

浅绿色� 初生小叶大
，

卵圆形
，
叶脉浅 � 花序小而少

，
花 浅 紫 红

色
。

块茎长卵圆
，
有时稍呈圆锥状 �

表皮光

滑黄色 � 薯南浅黄 色
，

芽限浅
。

块 茎 芽 较

大
，
开始为卵状

，
后变为长卵圆状

，
芽体浅

笨娜噜
，

「

芽尖绿澳
，
密被 绒毛

。

品 质
�
干物质含量低

，
质地稍软

，

蒸煮后不变色
，
适宜做炸片

。

筑 病 性
�

茎叶感晚疫病
，

块茎轻感晚

疫病 �
‘

高抗卷叶和�病毒
，

抗 金 线 虫 的�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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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清学鉴定的�����法
，
利用制 备 好 的

蛋白和酶标
，
在微量滴定板上与样品间接反

应
，
产生黄色

。

叱方法灵敏
、

快速
，
用于大

批样品的检验和鉴定
。

�
�

类病毒 ���
�

���的鉴定

类病毒除可用指示植物鉴定外
，

费雷德

里克顿研究站的病毒 学 家
�

�

� �����研究

了一种新方法往复—凝 胶电泳法 �简 称

�
一
�����

，

七法是根据类病毒 �又���分
一

子大小在胶注 上形 戈侍有 介
�

�冷
，

从而 分辨出

强系和弱系
。
次

一

���� 法在目前是较 先 进

的鉴定技术
。

�
�

环腐夫衬

加拿大出口 为帅薯对于环腐 病 要 求 较

严
，
无论哪级仲薯邹不允许带有环腐有

。

鉴

定方法有草兰氏染色去
、

乳狡疑聚法
、

免疫

荧光和指示谊初去
。

冲薯攻获后为大量工作

是环腐病的鉴定
，

苦发现专业冲值者灼神薯

中有环腐病
，

即浪派攻府俭验制度使他停种

�年
。

四
、

体会与建议

我这次赴加拿大研修
，

使我体会到加拿

大在马铃薯组织倍养
、

种薯生产和病毒及真

菌
、

细菌有害灼俭验技术方西是先进灼
，

特

别是设备
，
我们与之的确存在着一定差距

，

段们应该借鉴和引入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加以应用
。

为龙我有 以下几点建议
�

�一�耍建立建 全冲薯生产沐系和完善

种薯生产检戮剑变
。

代国冬地虽 已开澳了这

方面约工作
，

尚不够十分速全
，

待另��是在仲

薯的鉴定方面
。

由于决乏专业人员
，
不仅在

种薯生产季节检验的次数少
，
而且还存在空

白区
，

出现商品薯和神薯不分 为现象
，
所以

仲薯为贡量不可 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建议

我们政育应该加强俭验队伍泊建没
，

并制定

与国际相适应为中薯�产 沐系和分级标准
，

以不断提育种薯 钧 毛
二 �

水平
。

�二�加拿大 自马铃薯丑织培养是 以加

快繁殖无病砷薯为 志本 目灼
。

取计是无病
、

无毒为块艺
，

所以 蒸 尖 切 钊较 大 �。
�

�、
� 弓�� �

。

戈们切刘狡小灼 月 方在于说 毒
。

建议我 为也应该逐 岁过渡到采泪无 布
、

无毒

块茎进行沮识培养
，

也件组织培养作为加快

繁育手段
。

这样做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三�马铃薯为组织培养与切段繁殖的

培养基配方应在��培养班约 县础上
，
恨 据

应用 目的灼不同
，

通上价选择药刘
， ‘

降概成

本
，
这是培养 去记万一个直得重视为问葱

，

所 以我们应该加以不断 汗究
。

�上接���页�

特征特性
�

茎少粗状
，

早期 分散状
，
叶

腋浅紫色
�

叶很 气
，

高度下垂
，

深绿色
，
稍光

滑 � 初 生小针大但窄
，
川

一

脉浅
�

花序极少
，

花白色
。

块茎
一

长卵圆形
，
表皮 浅 黄 色

，

光

滑
，

薯肉浅黄色
，

芽艰极浅
。

块 茎 芽 紫 红

色
，

开始为桶状
，

后为住伏
，

顶芽较大
，

开散

状
，
绒毛稀少

。

品 质
�

于物 后 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兰李寸感晓疫庵
，
块茎稍感晚

疫病 � 高抗�
� ，
感����

，
轻感癌肿 病

。

泣
，

厅口 � 不， ， 、

曰 引上 又�� ��

品种来源
�
� ��又 ���� �� �� � 比 」��、� 又

� �������

特征待性
�

里少祖状
，
深紫 色

，

旱 匆呈

高度分散状 � ‘��大下垂
，

深绿色 � 初生小叶

大且宽
， �寸泳色深 ， 花序小且花数少

，
花白

色
。

薯块
一

民形
，
略呈肾状

，
表皮光滑呈浅黄

色
，

薯肉浅黄色
，

芽限浅
。

块茎芽早期呈茎

状
，

蓝紫色
，

按近顶尖开始变绿
，

绒毛密
、

长

而软
。

�下转 �男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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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校一

核重组的过程是复杂的
。

从细胞学上看
，

这

种复杂性的原因是所有突变体的核重组并非

只由一种减数分裂异常所致
。

例如
，
着丝粒提前减数分裂就可用不同

的方式来解释
，
即拟同型分裂��

。 �����。 �
，

������ 由于着丝点提前成熟分裂引起 的 超

前着丝粒行为 ��������
，
������ 中 期 �

延长 ��
���� ���

，
�����

。

因此
，
仅仅依 据

平行纺捶体
”
或

“
融合纺捶体

”
的形成来解

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

从遗传学上看
，
由�

�

这样的单基因控制减数分裂异常的假说是不

成立的 �表 ��
，
因此应当抛弃

。

然而
，
没有��基因的固定遗传并不意味

着在杂交子代中就不存在着遗传控制的减数

分裂核重组机制
。

以可产生��花粉在亲本产

生大量可育突变体 �表 ��
，

与表 �结果 相

比较就表明这两类之间存在 遗 传 差 异 �见

������� �
，
�����

。

但 是
，

这个观察结果还

需要通过大量的研究来验证
。

不论核重组的

遗传模式如何
，
通过对联会消失突变体的育

性进行不断选择就脂获得核重组率增大的基

因型
。

在小抱子发育过程影响染色体配对的联

会消失基因也可能 �从逻辑上看�影响大抱

子发育时期的染色体配对
。

事实上
，

这种情

况在植物中已有报道 �见�
��� �� 和 �� 。 ，

�����
。

然而
，

与此相反
，
��� ����和�

���
�

��� � ������曾报道在 ��
�

�� 的姊妹系中有

一个基因仅影响大抱子发育时期的染色体配

对 �即在小泡子发育过程中不起作 用 �
。

但

本研究结 果 以 及 其 它 报 道 ����� ��� 和

��� �� � � ，
����� ��� ���� � 和 ����

�

����
，
�����均表明

，

在 ��
一
��系统群中

，

小袍子发育时期也出现联会消失现象
。

尽管联会消失突变体在产生相对同型的

��� 配子群体上有一定价道
，

但也应、当 承

认
，

突变体本身也给其在育种中应用带来了

一定限制
。

首选
，
这些突变体大 多 是 不 育

的
，
正因为这个缘故

，

使这些突变体并非总

是好的亲本
。

再者
，

即便可育
，

这些突变体

仅产生��配子
，

只产生四倍体子代有用
，

而

对生产二倍体有性子代毫无用处
。

显然
，
为

了利用联会消失突变体
，

还需要做更多的研

究
。

译自 《 �以������� 》 ，
�� ������

，

����一���

王凤义

肖志敏 吕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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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质
�

干物质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蒸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感晚疫病
，
高抗�

� ，

对 癌

肿病免疫
。

软
，

蒸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感晚疫病
，
高抗�

� ，
对�病

毒和癌肿病免疫
。

西 瓦 ��斤动

品种来源
� �����

� � ������ � ��位��
�

���� 又 �����
一

���

特征特性
�

茎少绿色
，

极粗状
， �
荡度分

散 � 叶大下垂
，
浅绿色 � 初生小叶大而宽

�

叶脉浅 � 花序小而少
， ·

花白色
。

块 茎 卵 圆

形
，
表皮极光 滑

，

肉 浅 黄 色 � 芽 眼 浅
。

块茎芽开始为俑状
，
后为茎状

，
浅紫红夹杂

着绿色
，

顶尖部大而松散
，
密被绒毛

。

品 质
�

干物质含量很 低
，
质 地 松

索 尔 莫 又�������

品种来源
�
�����

一
���� �����

一
��

特征特性
�

茎极少
，

粗壮绿色
，

早期呈

分散状 � 叶大下垂
，

浅绿色 ， 初生小叶卵圆

形
，
叶脉浅

�
花序茁壮但数少

，

每花序着生

花数多
，

花红紫 色� 块茎短卵圆状
，
表皮光

滑浅黄色
，

肉黄色
，

芽眼浅�

块茎芽初为桶
状

，
后为短茎状

�

紫 褐 色
， �

七部 渐 渐 变

绿
，
顶尖为紫红色

，
绒毛短而直立

。

品 质
�

于物质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感晚疫病
，
高抗 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