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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马铃薯繁育体系建设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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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摘 要

兰立 健 全良种 紫育体 系
，

是推广应 用脱毒薯的必妥条件
。
�年 来

，
木溪所 已 完

成高 上，地 区 �级繁育体 系的研 完� 大连所建立 了春 繁夏播 �年 �级 的繁育 体 系�

蚕业所建立 了冷藏夏播 �级繁育体 系
� 建平示 范场建立 了高海拔 �级繁育体 系

。
以

上 �种休 系各具特 色
，
为推广况毒薯提供 了可行 的模式

。

利用脱毒薯可以成功地避免由于病毒浸

染而引旅马铃薯退化
，
已为国内外科研和生

产实践所证明
。

但是
，
由于脱毒薯也能再次

感染病毒导致减产
，

因此
，

建立与健全相应

的繁育体系
，

延长脱毒薯的使用年限
，

这是

推广应用脱毒薯的必要条件与很本深迁
。

����年
，
辽宁省科委下达 了

“
脱毒马铃

薯开发研充
‘ ，
课题

，

并组识以本溪市马铃薯

研究所为主 的协作攻关组
，

重
�

点研究在我省

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的代表地区
，

建立切实

可行的繁育体系
。

按照原订计划的安排
，
�

年来
，

本溪所 已完成高山地区 �级繁育体系

的研究
，

建立了脱毒薯的 �级繁育体系
� 大

连所建立了春啥夏播 �年 �级的繁育体系
�

蚕业所建立了冷藏夏播 �级繁育体系
�
建平

示范场建立了高海拔 �级繁育体系
。

以 仁�

种休系各具诗 二
，

为全省推广繁育脱毒薯提

供了可行鼠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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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即原种场每年安排�����亩繁 �级原种

�万公斤
，
供 ���个 �级繁种户 �面 积 ���

亩�生产 �级原种��万公斤
，

供����个良种

户 �面积���。亩�产 良种 ��� 万公斤
。

就可

供应全市 �万亩马铃薯全部应用脱毒薯
。

型类种卉一
、

不同地区

繁育体 共织份兰全

�一�本漂高山 �级繁育休系

本澳市马铃薯研究所根据空间跳离可 以

防止病毒侵染的作用
，

选择在海拔 ��� 米的

大峪顶高山建立原分�
，
田

，

每年播种超级百种

或栽植脱毒苗 沁 亩
，
生产 �级 原 什 �

�

��

�
�

�万 公斤
。

另在海拔 弓。�人 ，丫心台镇金

坑村等地
，
以村 民小组成专业户为攀位

，
公

各农户或几个重点农户订立合
少
�

，

准取联片

轮作和利用大田 乍
’

洲诀盯冲道
，
萦 万

‘

�
及

�

石

种
，

次年就地
一

左海拔���� ‘��米及隔离条件

好的繁种专 业户继续扩大繁殖
，
即主产用的

良种
。

这种 �级繁育体系
，
全市每年可生产

脱毒良种 �� 。 万公斤 以
�

上
，

满足郊区 �万亩

菜田全部使用脱毒薯
。

随着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
，

脱毒薯 �级

繁育休系中
，

除了 �级原种由国营百仲场繁

育外
，
其余两级均落实列个体承包农户

。

采

用两种办法
�

一是选海拔较高 �一般 �。 。�

子��米�
、

隔离条件较好农户
‘

萦幼
�

�级原种
，

次年就地就近繁殖脱毒 良种
� 另一种办法是

农户通过早收二季作
，

繁值脱毒 良冲
，

该法一

年繁遭系数可达百倍
，

对海拔高度和隔离条

件要求不太严格
，

但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
。

����年在一般平地
，

如本溪县偏岭乡
、

溪湖

陇石桥子乡
、

南芬区邝家办事处和思山岭乡

浮地安排 了示范繁种��户
，

繁秒面积���亩
，

总产种薯��
�

�万 资斤
，

翼尤地销售
，

深受群众

欢迎
。
����年又在郊区及本溪县和桓仁县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

重 汽培
一

华了��个专业

繁种户
，

由原种场分配给一二 级 原 种 �万

余公斤
，

按种薯级别就地使用
。

我们认为
，

这两种专业繁种户更适 宝于远郊粮产区
。

总

的原则是
，

以场带户
，

建立山区 �级繁育体

�二�大连春繁夏播 �年 �级繁育体系

春繁技术是大连市农科所于����年由山

东农学院引进
，

结合当地夏播留种技术
，

经

过几年试验
、

试种及示范推广
，
已经形成一

整套适于无霜期较长 ���。 、 �� 。 天�
，

年平

均温度较高 ���。℃以上� 地区 的 繁 育 体

系
。

目前
，
大连市的旅顺 口 区

、

甘井子区
、

金县及新金县等都已成功应用
。

春繁夏播分

两个阶段繁种
，

第一阶段春繁
，
是利用时问

隔离与空间隔离
，
于早春 �月在保护地 �如

阳畦
、

大小栅及不加温温室等�提早播种
，

以躲避蚜虫高峰期而提前于 �月下旬收获种

薯 ��级原种�
。

并且由于在早春阳畦 低 温

�� 。℃ 以下�的培育下
，

可以保持种薯的优

良种性
。

第二阶段夏播
，

是用早收种薯经过

一段贮藏期 �两个月左右�
，
用赤霉素 等 催

芽后
，
于 �月下旬至 �月上旬适当晚播

，

在

秋季较冷凉气候及蚜虫较少的条件下繁育优

质的 �级原种
。

第二年再经春繁夏播后
，

即

可获得供生产用的良种
。

这 种 �年 � 次 繁

种
，

比冷藏夏播在 �年内
，

可增加繁殖系数

�倍 �即达 �� 倍�
。

如连续采用三四年后
，

可增加繁殖系数 ��� 、 ���倍 ，

对于快 速 繁

育优良品种的脱毒薯
，
具有十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大连所从本溪所引进
“
克 � ，

脱毒原原

种��公斤
，
当年春繁夏播后

，

收获 �级原种

�
�

昭万公斤
， �年内繁殖系数达��倍以上

。

��朽年春繁落实����
�

�平方米
，

杭株生育健

壮
，
没有退化现象

，

达到 �级原种标准
，
平

均每平方米产种�
�

��公斤
，

最高达 �公斤以

上 �亩产����公斤以上�
，
总产�����公斤

。

春繁后按计划夏播脱毒
“
克 � ”

�� 。 亩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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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后遭受九号台风 �����年 �月�� 日�及

暴雨影响
，
洪水冲坏并淹没 ��

�

�亩
，

仅 剩

��
�

�亩
，

缺苗达���以上
，

严重影响生育及产

量
，
仅产脱毒良种�

�

��万余公斤
。

虽然如此
，

春繁夏播�年�级繁育体系还是切实可行的
。

如 以大连地区俘年播种马铃薯��万亩计

算
，

共需脱毒良种����万公斤
，
则每年需由

科研部门或原种场供应脱毒原原种 ��。 。 公

斤
，

安排 �级春繁面积 �亩
，

可繁 �级原种

�
�

�万公斤
，
当年夏播���亩

，

收获 �级原种

��万公斤 � 次年安排 �级春繁 �� 。 亩
，
可繁

�级原种 ���万公斤
，

夏播 �万亩
，
即可收

获供第三年 功 万亩生产地需用的脱毒 良种

�。 。 。万公斤
。

则大连地区即可实现就地留种

和 良种脱毒化
。

�三�丹东冷藏夏播 �级繁种体系

省蚕业研究所多年来利用半地下冷藏库

春贮种薯
，

前期 ����月�库温 。��
�

�℃ ，

中期 ��月初�中旬� �、 �℃ ，
后期 ��月

下旬、 �月初� ���℃ ， �月初出库
，
种薯

仅�� �左右刚出小白芽
，
经散光培育短壮芽

后
，
于 �月下旬夏播留种

，
已推广应 用 ���

亩
，
夏播薯平均 ����公斤

，

增产�� �
，

效果

良好
。
����年接受省科委下达任务后

，

从本

溪所引进
“
克 �”

脱毒原原种 ���公斤
，

冷

藏夏播后
，

繁育 �级原种�
·

��万公斤 � 又引

进
“
克 � ”

脱毒原原种 ���公斤
，
夏播繁育

�级原种 。
�

��万公斤
，

共繁育 �级原种�
�

��

万公斤
。
����年冷藏后夏播 ���

�

�亩
，

亦因

遭受台风暴雨影响
，

仅收 �级原种�
�

��万公

斤
。

这种冷藏夏播留种的繁育体系
，

在丹东

地区己普遍推广应用
。

我省辽西黑山县
、

沈

阳地区新民县
、

辽北地区铁岭县及北京市延

庆县等应用效果也很好
。

采用脱毒原原种冷

藏夏播
，
�年 � 个周期

，

即可繁育供应生产

用的脱毒良种
。

�四 �建平高海拔地区 �级繁育体系

建平县位于辽西北部干旱
、

高 寒 地 区

�海拔均在��� 、 ����米�
。

建平县示范场在

此建立了高海拔 �级繁育体系
。

�
�

建立 �级原种繁种田
�

从����年到

����年
，
建平示范场每年从本溪所引进

“
克

�”
脱毒原原种����公斤

，
�年共引���。公

斤
。

在选择隔离条件较好的建平示范场和海

拔���。米以上的杨树岭一颗树小皋村
，
�年

共繁��
�

�亩
。
����与����年共生产 �级原种

�
�

��万公斤
。

供 �级繁种田用种薯
。

�
�

建立 �级繁种田
�

由建平示范场和

乡农业站共同负责
。
����年选择条件较好的

乡
、

村
，

海拔 ���米 以上
，

有隔离条件的杨

树岭
、

建平
、

惠州和罗堡沟等 �个乡
、

��个

承包户
，

共播面积 ���
·

�亩
，

秋收二级种薯

��
�

��万公斤
，
平均亩产 ����公斤

，
最高亩

产����
�

�公斤
。

以承包户的形式进行繁育
，

建平场和乡站负责技术指
一

导
、

供种和推销
。

�
�

建立 �级留种田
� ����年由建平县

示范场和 �个乡农业站
，
共同建立 �级良种

田��。 。亩
，
产种 ��� 万公斤

。

以繁种示范户

形式进行繁种
，

对示范户所用化肥
、

贷款和

推销给予三优先
。

通过以上 �级繁育体系
，

逐户
、

逐村地

推广脱毒种薯和淘汰当地退化 种 薯
，

计 划

���年在全县实现良种脱毒化
。

二
、

繁育体系建立后的效果

�一�脱毒薯繁育情况及社会经济效益

�
�

����年 �个点共繁育金坑白等 �个

品种一二级原种�
�

��万公斤
。

�
�

����年 �个点共繁育 �个 晶 种 �

���级原种�
�

��万公斤
，
� ��� 级原种

��
�

�万公斤
，

共 ��
�

�� 万公斤
。

除大连
、

丹

东地区因遭受台风暴雨损失减产外
，
均超额

完成繁种
�

任务
。

特别是建平地区获得百亩以

上繁种田单产超����公斤的较高产量
。

�
�

���������年 �年中 �个点共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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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脱毒良种近 �万 亩
，

增产�����万公斤
，

增加经济效旅达 �助 万元
。

�二�脱毒薯主育及产量表现

至
�

����� ����年脱毒薯在不同地区均

表现生长整齐健壮
，
川

一

绿 肥大
，

退 化 较 轻

��
�

�、 �
�

���
，

产量较 荡
。

春播亩产 犯 论 、
����公斤

� 夏播了并产��。 。 公斤 以上
。

�
·

蚕业所式验硬门
，

不 同品种脱毒薯

的生育及产量均优于冷藏夏播薯
，

一般增产

��
�

����
�

��
。

�
�

建平场调查
“
克 � ”

脱毒薯
，

在不

同地块增产��八 ���
。

三
、

脱毒薯繁育技术的研究

�一�本溪所研究表明
，
明确了蚜虫的

迁飞期随海拔高度增加而缩短
，
迁飞数量也

减少
。

证明在 叨，米高山建立 � 级 原 种 基

地
，
���米山区建立 �级原种基地比较合适

。

重点调查还证实
，

防蚜是繁育原种最重要的

措施之一
。

在 ���米山区
，

以 �级种薯为种

源
，

认真拔除病株和施药防蚜
，

并坚持大区

轮作
，

就可以繁育出合洛的 �级 原 种 和 良

种
。

�
一

二�本溪听用覆膜 早收生 产 � 级 原

种
，

经二季作后生产脱毒 良神
，

效果良好
。

与高山体系繁育的 �级种及 良种在生育及产

量方面均相似
。

试验证明
，

用
‘ ·

���”
催芽刘 �氯乙醇

了份
，

二氯 乙烷 �份与四氯 几碳 �份混合�

打破休眠
，

其玫果优于赤霉素
。 “

���” 保苗

率达�� �以上
，

芽粗壮
，

增产洲 �以上
。

四
、

脱
�

毒事繁育体系的

关键技术

�一� 种薯来源
� �级原种田必须用原

原种作种薯
，
�级原种田用 �级 原 种 作 种

薯
，

逐级类推
。

�二�隔离种植
�

为了防止蚜虫及人为

传播病毒
，

必须隔六种植
。
�种繁育体系采

用 了 �种隔离办法
。

�
�

时间隔离
�

即调节播种 期 与 收 获

期
。

包括春繁夏播
、

冷藏夏播及早收二暑练
等

，

关键是春季的收获期
，
应当在蚜虫测报

的基础上
，

在有翅桃蚜高峰期后 ” 天割秧收
获

。

本溪地区在 �月�� 日前后
，
大连地区在

一

万月下旬至 �月上旬
。

东 空间隔禽
�

即利用海拔高度或远距

离隔离种植
。

繁种田应远离村镇
、

菜田和果

园
。

种薯级别越高
，

要求越严
。

�三�施药防蚜
�

防蚜是原种田管理的

核心
。
�级原种田应设黄皿诱蚜器

，

定期定

点调查蚜量消长
。

从出苗开始
，

每隔 �天施

药防蚜一次
。

夏播田施药一二次
。

�四�防治晚疫病
�
夏播 田在中心病株

出现始期喷药防治
。

瑞毒霉即可防又可治晚

疫病
，

效果很好
。

�五�少施氮肥
，
拔出病株

�

氮肥易使植

株茎叶生长旺盛
，

掩盖病毒症状
，

尽量少施
。

坚持早拔
，

多次拔除病株及退化株
，

一般在

蕾前开花前及收获前拔除三次
。

�六�种蕾催芽
�

夏播薯及二季作薯春

播前休眠期尚未完全渡过 必须播前催芽或

育大芽
，

否则出苗晚
，
延长上 育

，

贪 青 晚

熟
，
影响产量

。

下 文 由张业 荣
、

拼文 灿
、

曲仁山
、

张和鸣
、
邵泽轩

、

周彩梅
、

韩跃鼎
、

故青芳
、

盖恩惠共同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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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霎翼礁
�骊浏 马铃薯上的一种新细菌病害

王人元 赵宁

�东 北 农 学 陀�

�仑��年我们在黑龙江省绥 化市郊迸行病

害调查时
，

曾在当地马怜薯生产 田 中 发 现

有‘ 种马铃薯叶部新病害
，

植株 发 病 率 达

����
，

弃且几乎所有叶片都有病斑
。

现 将

病害鉴定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病害症状

叶片上产生水渍伏不规则形病斑
，

直径

为�、 �毫米
，

病斑正面略突起
，

黄褐色
，

病

斑干燥后可产生一白色菌膜
，
后 期 病 斑 连

片
，
导致全叶枯死

。

二
、

病毒的分离
、

沌化和致病性测定

剪取保存于室内的标本病斑处
，

按细菌

常规的分离方法进行稀释分离
，

两天后挑取

单个菌落转移至肉汁陈斜面培养基上纯化
，

结果重复 �次
，

分离的菌落完全一致
。

将纯菌种配戎细菌悬浮液 �浓度为 ��

�。 “ 一 个菌体�毫升�
，
分别用针刺法

、

涂抹

法和喷雾法接种至马铃薯植袜叶片上
，

再将

植株置于����� ℃条件下深温��小时
。

结果用前两种方法接种的叶片于 �天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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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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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了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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