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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的浅见

杨 艾 茹

�黑龙江省种子公司�

暴 成 光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 究所�

近年来
，
我国各地应用马铃薯茎尖脱毒

技术生产种薯有了很大发展
，

全国已有��个

省
、

市的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正在进行不同

程度的推广应用
。

种薯脱毒技术 已 由 过 去

试验研究发展到 目前在生产上大量应用的阶

段
，
如黑龙江省的�内河县和克山县

、

内蒙古

自治区的察右后族
、

河北省的张北县等己墓

本普及
，

并成为各省的脱毒种薯重要生产基

地
。

目前
，
黑龙江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河北等

省
，
不但艘满足本省需要

，
还能 以 较 大 的

数量支援其他省市
，

这就大大促进了我国马

铃薯生产的发展
。

但是
，
同荷兰等世界先进国家相比

，
应

该说还是刚刚起步
。

在国内
，

各地之间开展

的也还不够平衡
。

通过参加全国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马铃薯专业组对西北
、

华北
、

中

原
、

西南片的考察
，
结合黑龙江省马铃薯种

薯生产的具体情况
，
仅就如下儿个问题谈一

点粗浅看法
。

一
、

推广应用脱毒种薯必须选用

基础产量高
、

脱毒效果好
、

退化速度慢的适宜品种

选用适宜的优良品种生产脱毒种薯
，

是

搞好种薯生幸的重要环节
。
根据试验结果

，

对马铃薯不同的品种进行脱毒处理之后
，

其

增产效果差异显著
。

由此可见
，

并非所有脱

毒品种都能在生产上应用
。

内蒙古 自治区乌

盟农科所脱毒��个品种
，

筛选出��个品种
，

经过 �年田间对比试验和生产示范
，
各品种

间的脱毒效果不一
，
以紫花白效果最佳

，
如

表 �
。

黑龙江省经过对各品种的脱毒试验
，

从中筛选出克新 �号
、

克 新 � 号
、

克 新 �

号
、

克新 �号品种脱毒效果最好
。

这些品种

抗���和 ���
，

耐 ����
，
在生产过程中

病毒浓度在植株体内积累速度慢
，

在克山气

候条件下
，
不加任何防护条件

，

连续种植 �

年病毒病株率增加缓慢
，

每公顷产量������

����。 公斤
，

同脱毒当年产量相似
。

而男爵

品种脱毒后当年就出现病毒病症状
，

第二年

达���
，

减产���
，

感染病毒病速度快
，

很

快失于种用价值
，
脱毒后在生产上应用时间

特别短
。

甘肃省曾一度利用脱毒胜利 �号
，

经试验发现退化速度快
，
改用高原 �号品种

代替
。

而西南山区选用脱毒 ���� 品种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以上充分说明
，

利用马铃薯 脱 毒 种 薯

时
，
首先是必须选用基础产量高

，
并且脱毒

效果好
、

退化速度慢的品种
。

认识这一点就

能为今后脱毒种薯生产和推广应用提供一个

捷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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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 同品种有毒
、

脱毒种薯

病毒病害发病株率

品种 花叶��� 卷叶�夕百
、

共 池���

里外黄
脱毒

有毒

深�瑕窝

紫花 自

脱毒

有毒

锐毒

有毒

二
、

生产脱毒种薯必须和

保种措施相结合

马铃薯生产力的高低与种薯感染病毒的

种类和浓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有人试验
，
在

北京把不带病毒种薯于春季播种在防虫网室

条件下
，

连续种植 � 代不表现任何病 毒 症

状
。

我们生产脱毒种薯
，
当然不能老放在防

虫网室里
，

总�导要进行露天繁殖
。

马铃薯用

表 �
�

脱毒后 不同留种 方式的增产效果

病毒株率 产 量

处 理 病毒类型 ��� �公斤�公顷��

一丸春播留种

夏 播留种

春播留种

夏播留种

束
、

卷

束顶

井乙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和第三代种薯进行种植对比试验结果 �表

��表明
，
脱毒种薯采用夏播留种

，
对防止病

毒和提高产量都有明显作用
，
可延续种薯使

用年限
，
还能降低成本

，
减少农 民负担

，

达

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

近年来
，

全国各地积极

研究和改进留种措施
，
取得了许 多 成 功 经

验
，

其中效果较好的经验有
�

�
�

选择建立原种场的位置
。

应考虑选

在适于马铃薯生长的气候比较冷凉
，
马铃薯

生长期昼夜温差较大的高海拔
、

高 纬 度 地

方 � 有翅蚜虫迁飞来得晚
，

有自然隔离并便

于运输的地方 � 距离城郊菜区和烟 田远的地

方
。

黑龙江省马铃薯原种场建在北纬��
“
�

’ ，

周围次生林环绕和农场群包围
，

附近方圆几

十里几乎不种马铃薯
，

交通方 便
，
四 通 八

达
，
便于种薯运输

，

是比较理想的场址
。

�
�

采取种薯脱毒与当地行之有效的其

他防退化措施相结合
。

我国幅员辽阔
，

气候

和生产条件差异大
，

如把各地已有的适合本

地气候条件的留种措施与种薯脱毒相结合
，

定会进一步提高防止退化的效 果
。

在 这 方

面
，
各地已经积累了一些比佼成功的经验

，

如北方一季作区的东北
、

华北
、

西北地区的

原种田采用株选系
、

打药防蚜
，
良种田的夏

播留
、

除杂去劣或早种早收割秧等措施
�中原

二季作区的山东
、

河南
、

河北等采取春
、

冬

阳畦或大棚留种及秋播留种法 � 辽宁
、

陕西

采用的高山留种法
，
都是行之有效的

。

三季

作区
，
采取串换轮作留种法

，

云南省曲靖地

区及贵州省六盘水地区的群众采取小春产的

块茎为秋马铃薯作种
，

秋产块茎为大春马铃

薯作种
，
大春块茎为小春马铃薯作种

，
依此

循环
。

产‘，、奋、甩�夕
�

种号斩号新品
︸克�克�

种量大
，

繁殖倍数又低�无性系块茎繁殖�
，

需要种植几代
，

繁殖足够的数量以后才能供

生产上应用
。

这样
，
就增加了感病机会

，

病

毒浓度也会增加
。

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
，

其

结果就可能使感病速度快
，

使种薯在生产上

失去种用价值
。

因此
，

认为种薯一经脱毒就

不会再发生退化现象的看法是不对的
。

克山所对克新 �号
、

克新 �号脱毒第二

三
、

建立健全马铃薯

良种繁殖体系

我国马铃薯种薯生产虽然有 了 较 大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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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但目前马铃薯的良种繁寥缈系还不够健

全
，
还跟不上马铃薯生产发展的需要

。

马铃

薯良繁体幕景百合理与建全
，

直接关系着马

铃薯焦产的用种数量和质量
，

是马铃薯种薯

生产的重要保证
。

马铃薯与其他作物不同
，
用种量大

，

繁

殖倍数低
，

在繁殖过程中种性易退化
，
因此

在建立马铃薯良繁沐系时应充分考虑这样一

些待点
。

昔 良繁沐系环节过多
，
时间拖得过

长
，
虽然繁道数量多

，
但种性不好

，
增产效

果不大� 若良繁体系环节过少
，
虽种性好

，

但不易满足生产需要
，
其结果要么减少良种

推广面积
，

要么扩大原 良种繁殖面积
，
增加

成本
，
提高价格

，

影响农民购买优良种薯的

积极性
。

所以
，
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
采

用高倍繁殖措施
，
降低成本

，
借 鉴 国 外 经

验
，
既要保证增产效果

，

又要注 意 经 济 效

益
，
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

，

才能把马铃薯良

繁体系建立得既合理又适用
。

黑龙江省在推广马铃薯脱毒 种 薯 过 程

中
，
过去曾以脱毒后种植

一

世代为标准
。

这个

标准的决点是对网室内的繁殖世代规定得过

严
。

根据几年来脱毒种薯实际应用的效果
，

由科研
、

生产部门的同志共同提出如下新的

繁殖程序
，

供商榷 �图 ��
。

第一步
�

以茎尖组织培养产生试管苗
，

经过病毒鉴定确认脱俘病毒刘试管苗
，

利用

单节 切段培养华扦抽
，

送二行快速繁瓜
。

第二步
�

在温室和网室内移栽试管苗产

生脱毒种薯的原原种
。

第三步
�

在隔离田利用原原种块茎进行

按芽切小块或小整薯擒种
。

及时打药防蚜
，

产生原种一代
。

第四步
�

对原种一代采取一刀两芽切小

块的繁谊方法
，

在隔离田采用高肥足水
、
大

垅稀植加速繁殖
，

产生原种二代
。

第五步
�

利用原种二代
，

春 季 进 行 胭

种
，

按芽切块或小整薯作种
，
春播或夏播

，

生育期注意拔杂去劣
，

产生 良种一代
。

第六步
�

在大面识繁殖甩
，
利用良种一

代
，

采用切块或小整薯播种
，
产 生 良种 二

代
。

上述体系上下衔接而贯通
，

其关键是既

要严格执行脱毒技术和避免病毒 病 重 新 感

染
，
又要按比例逐级进行种薯供应

。

建立这

样的体系
，
既可保持较好的脱毒效果

，
达到

增产目的
，
又可提高种薯利用率

，

降低生产

成本
，

降低价格
，
利于推广普及

。

无菌室

令
网 室

�温 室�

争

丽离 田

脱毒 试管苗 克山马铃薯研究所

专

一
�

� 原 原 于�
，
一一

四
、

建立马铃薯种薯

生产质童检验制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图 �

哪离 田

十

�

一
�

� 原 仲一
�
弋

令
�

�一�》 原种二 代

�
丫

一一�省 县原种场

繁殖旧 一 � 良种一 代 一一

� �
�

一

�� ’ � 一 � 』一 小 一 �
紧姐 田 一一

�， 比 �甲一 八
�

一
‘

脱毒种薯

繁殖基地

村
、

场
、

工
适

马铃薯脱毒种薯 良种繁殖程序

把好脱毒种薯生产灰量关
，

建立检验制

度是关键
。

有了检验标准
，

才能区分种薯为

优劣
，

刁
一

能按质沦价
，

对马铃薯种薯生产起

到保证监沓作用
，

逐步实现种薯 质 量 标 准

化
。

但是
，
目前我们的检验手段 还 比 较 落

后
，

检验制度还不绝全
，

全国各地还没有统

一标准
。

为此
，
我们根据黑龙江省情况采取

以下一些做法
。

�
�

培养队伍
，

打好基础
，

提高种薯生

产质量
。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是项新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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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它还不了解
。

全省在����、 ����年

开办脱毒种薯生产训练班两次
，

又分期分批

由各马铃薯原种场派到克山马铃薯科研所常

年边做
、

边学
，
现全省共有脱毒种薯生产专

业技术人员��多人
，
他们掌握了培养基的配

制
、

脱毒苗茎切割技术
、

网 �温� 室 的 管

理
、

高倍繁殖技术等
，
在生产单位

、

种子公

司
、

技术推广部门都是技术骨干力量
，
为我

省马铃薯种薯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

全省从事

马铃薯种薯生产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

种薯生

产水平不断提高
，

生产出优质约脱毒种薯
，

提高了马铃薯种薯生产质量
。

�
�

科研
、

原种场
、

种子公 司 密 切 协

作
，

环环扣紧
，
层层把关

。

首先
，
科研单位

要拿出高质量的经过病毒鉴定的 脱 毒 试 管

苗
。

黑龙江省每年由科研单位供给生产单位

脱毒试管苗�。 。 。 、 ����个 ，
全省 �个脱毒种

薯基地
，
每经过 ���年更换 �次脱毒 试 管

苗
。

同时
， ·

科研单位普及科学知识
，

帮助基

地技术人员对病毒症状的识别
、

检验标准的

掌握
、

逐步提高检验手段等
，

来提高种薯生

�上接改�页�

积��
�

�万亩
，

其中包 �玉米�芋 �马铃薯�

间套面积��
、
�万言

，

占���
。
����年全县包

芋双 �行�套双 �行� �
�

�万亩
，
����年包

芋双套双发展到�
�

�万亩
，

增产粮食���吨
。

近年来
，

由于绿肥面识不断扩大
，

致使其它

作物不 花按时下种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有的

在包芋双套双的情况下
，

收马铃薯后条播绿

肥
，
从而使包芋肥 到换茬 口

，

避免提前翻犁

绿肥
，

保证了绿肥产草量
。
�，之访年全县包芋

肥播种面积�
�

��万亩
，

比����年增加�
�

��万

亩
，

增产粮食��
�

�吨
。

四
、

马铃薯加工业的兴起

威宁不仅是马铃薯最适宜发展区
，

也是

兴办马铃薯联合企业的理想地
。

目前
，
我县马铃薯的加工业刚刚起步

，

产水平
。

生产单位原种生产基地
，
只有检验标准

不行
，
还要减少生产层次

，

并要建立相适应

的管理制度
。

一级繁殖基地 �原种 场�
，

每

户只生产一个品种
、

一不级别的种薯
，
参加

一个轮作顺序
，
把一个品种

、

种薯同一级别

统一种植在一个轮作顺序上
。

二级繁殖基地

�村
、
场

、

屯�， 只生产一个品种
，
减 少 混

杂机会
，
方便搁种

，

又方便贯彻实施技术措

施
。
从试管苗到网室繁殖

、

原种生产
，

每个

环节都买严格按照生产操作规程执行
。

种子

公司是种薯生产的组织者
，

从省到县都有专

人抓
，

负责建立健全繁殖推广体系
、

制度
、

规划
、
组织种薯调运

，
以及宣传和信息工作

等
，

确立优质化生产
，

做到定调
、

定繁
、

定

收的兑现制度
，
调动生产的积极性

，
并在生

育期间邀请有关人员到基地进行考察
，
设立

品种生产信誉卡片
，

注明产地
、

特征特性
、

栽培要点
，

适应范围
、

种薯级别等等
，
深受

用户欢迎
，
从而不断扩大推广和销售面

，

推

动了脱毒种薯工作的发展
。

规模不大
，
但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保家糖

厂原以甜菜为原料生产自糖
，
年 年 亏 损

。

����年在生产白糖的何时
，
用马铃薯生产酒

精
、

白酒和配制酒
，
仓妙值 ��� 多万元

，

按设

计能力
，
该厂年加工绷铃薯幼��吨

。

与此同

时
，

草海
、

新发
、

小海等韶个马铃薯综合加

工厂
，

年加工马铃薯 主海 万吨
，
生产精粉和

粉条
。

从全县加工能力看
，
年 处 理 � 万 多

吨
，
占可加工马铃薯 �� 万吨 �除 口 粮

、

种

子
、

伺料� 的约�
，

可见潜力不小
。

在加工业未大力发展前
，
应通过各种渠

道外销马铃薯
。

据外商反映
，
我县马铃薯比

北方马铃薯水分含量低
，
运输中腐烂少

，

而且

正当北方封找
�
时

，

我县还能源源不断外运
。

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条件
，
积极向沿海各

省和港澳地区大力推销
，
以创更多的外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