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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收留种对渭薯 �号种性的影响

邱瑞林 年永录

前 言

在马铃薯生产中
，

由于进行块茎无性繁

殖
，
易受病毒

、

病菌的浸染
，
尤其是马铃薯

感染病毒后
，

可在块茎中逐代累加
。

在一般

情况下
，

是块茎无性繁殖
，
因而没有自身摒

除病毒的能力
。

随着病毒的积累
，
病毒病代

代加重
，

引起种性衰退
，
产量锐减

，
直至失

去种用价值
。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表明
，

马铃薯早收留

种北复壮种性
，

提高后代生活力和相对减轻

病毒病的发生
。

在早收时间上
，

贵州郭麟书

研究认为
，
在该省海拔����米地区以终花期

留种为宜
。

但是
，

早收留种在我省 �尤其在

中部干早地区�效果如何� 什么时间收获为

好�研究甚少
。

为此
，
我们于 ����、 ����年

在定西县团结乡进行了不同留种方法对产量

及种性影响的研究
。

行距 �
�

�米
，
株距�

�

罗 米
，
小区面积 �

�

���

亩
，
计产面积 。

�

��亩
， �月 ��日用犁开沟点

播
，
��月 �日收获计产

。
����年继续进行了

早收留种 �����年 �月 �。 日收获�
、

夏播留

种
、

整薯留种和适时混收留种比较试验
。
田

间排列随机区组
， �次重复

，
每 今区 �行

，

计产面积 �
�

���亩
。

试验 �月�� 日播种乡�月

��日收获计产
。
����年继续开展了早

卜

次
、

整

薯 �年
、

整薯 �年
、

夏播
、

适收留种对比试

验
，
试验设计及方法

，
小区夏积同����年

，

�月��日播种
，
�月�� 日收获计产

。

每年在

生长期间进行株高调查
，
对病毒病进行目测

鉴定
。

本文着重对渭薯 �号早收留种和适时

棍收留种的效果做比较分析
。

结 果 及 分 析

材 半冬及 方 法

准备工作始于 ����年
，
当年 �月 �� 日

收获渭薯 �号和当地混杂种作为早收留种种

薯
，
较当地正常收获提前 �个月

，
收后置于

室内贮藏
，
至��月下旬和 �月�� 日收获的种

薯同时入窖贮藏
。
����年进行了 早 收

、

适

收
、

株选
、

整薯留种方法比较试验
。
田间种

植采用裂区设计
，
�次重复

，

每小区 �行
，

一
、

卑软留种对出笛生长的影晌

早收留种对出苗期和抹高影响甚微
，
而

对出苗率有明显影响
。
����年早收 出 苗 率

��
�

���
，
比适时混收留种高 。 �

���
，
�，��

年早收留种出苗率 ��
�

���
，
比适时混收高

�
�

���
。

二
、

旱收留种对后代植株抗病性的影响

早收留种对后代植株病毒病有明显的减

轻作用
。

渭薯 �号有毒病主要类型是皱缩花

叶
。
�年结果 �如表 �所示�表明

，

早收留

种的病毒病无论发病株率和病情指数都比适

时混收留种低
，

株率降 低 �
�

�����
�

���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己

表 � 早收留种与适时混收留种病毒病比较

��

占弋 价 ‘ �

月 车下

旱议 适收

器���

早 比适增 减

病

早收

情 指 数 ���

防治效果���

适收 早 比适增减

︸一一份一一
年一一一

���� ��
�

�了 ��
，

�� 一 ��
�

�� ��
。

�� 王�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名

��己� ��
�

臼� 性生
�

��

�之
�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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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情指效降低 �
�

拓� 。
·

。��
，

防效、��
·

肠�

��
�

蛇�
。

早收留种藏较发病涅度的机 制 可

能是因提前仪获减少了病毒由茎叶向块茎偷

送的数量
，

病每在决茎中识果相对减少
，

从

而获得了含量少的种著
。

三
、

早收留种对后代产量的影响

早收留种����年比适收咯有增产
，
只增

�
�

���
，
可能是前一年收获期较晚 ��月�� 日�

而致
。
����年早收留种亩产 鱼���公斤

，
比适

收亩增纷�
�

�公斤
，

增产��
�

肠� �达 �
�

�显

着水平 �
。
����年早收亩产 �。的

�

�公斤
，
比

适收亩增���
�

�公斤
，

增产�
�

牡 � �达�
�

�显

着水干�
。

说明早收留冲确有明显增产效果
。

初步看出
，

�

�月 �。 日枚认琦种约增产 福 度

大
，
此期大致是马铃薯的次茎膨大末期

，

块

茎浮积基本不再增大
。

小 结 和 讨 论

�
�

早收留种对减诬病誉病有明显的作

用
，

在延长品种使用年限
、

保持种性
、

提高

马铃薯产量等方面具有重妥意义
，
因而在生

产和育种中可考虑实行早收留种
，
以保持种

性
。

�
�

早枚胃种和夏播留种都可减轻病毒

病
，

但早收留种在干旱地区优于夏播留种
，

其理由是
� ①早收留种可以避免或减轻晚疫

病的危害
，

特别是不抗晚疫病的品种
，
效果

更好
。 ②夏播留种播期推迟 ，

往往是播种时

土壤墒情不足
，

若是切块播种
，
会造成大量

缺苗
。

而早收粤种播种早
，

土壤墒情好
，

易

全苗
。 ⑧夏播留种在播前还需采取抑制芽生

长的措施
。

�
，

早收留种的具体时间
，
中部干旱地

区可在 易月幼溉季右
。
是否还可提前

，

有待

迸一步研究
。

�
·

早收粤种前产量和经济效益
。

早收

留种当年蔚产曝今
�

因早收缩短了生育期而表

现减产
，
班岭牟感收 ��月约 日割去茎叶�

的亩产�脚泞牵斤
， 。月�� 日适时收获的亩

产“ �“吸厅
， ·

阜粤减产 “��
�

�公斤
。

次年早

收留种放可娜凑舞留种的亩增产
“ 。��

�公斤
。

在同一面粼毒看
，
似乎得不偿失

。

但是
，

早

收 飞亩剪块鑫可徽如
�亩的种薯

，
总 增 产

��及�、 轰吕要�满叠斤。
由此可以看出

，
早收留

种具有基著的餐济效益
，
在生产上具有应用

价值户
碑攀推广

，
至于早收留种当年减产的

揖朱
，
可以通雄增加密度来弥补

，

另外也可

适誉辑高种薯价格
。

本文承莱甘肃省农科院研究员曹尔昌先生审阅� 王 玉

鹅同寇笼���年傲了病毒鉴定
，
播秉荣同志做了部分工作

，

该攀谢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