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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马铃薯考察报告

第四次全国马铃薯考察组

根据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统一

部署
，
继西北

、

华北
、

中原及西南片考察之

后
， ����年对华北片进行了考察

。

考察组从

宁月��日至 �月��日
，

先后考察了本溪市马

铃薯所
、

吉林省原种场
、

吉林省蔬菜所
、

东

北农学院
、

呼兰县富强村马铃薯种薯生产基

地
、

黑龙江省阿城原种场
、

黑龙江省农科院

马铃薯所
、

克山县第二 良种场
、

克山县宾河

乡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
、

黑龙江省马铃薯原

种场
、

呼盟农科所
、

满州里 良种场
、

呼盟种

子公司
、

扎兰屯种子公司繁殖基地
。

、

东北片马铃薯生产和

品种利用情况

� 马铃薯生产情况

东北片包括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等三省

以及内蒙东部四盟
，

是我国马铃 薯 主 要 产

区
，

播种面积较大
，
约有 �。 。 万亩左右

。

由

于本区气候凉爽
，
日照充足

，

昼夜温差大
，

土壤肥沃
，
故适宜马铃薯生长

。

本区优良品

种主要有
�

克新 �号
、

克 新 � 号
、

克 新 �

号
、

克新 �号
、

东 农 ���
、

呼薯 �号等
，
同

时又采用茎尖脱毒等技术生产脱毒种薯
，

增

产效果显著
，
经济收益校大

，

仅黑龙江省和

内蒙呼盟每年向全国提供商品薯�
�

���
�

。亿

公斤
，
种薯���������万公斤

，
已成为我国

著名的种薯基地和商品薯基地
。

目前
，

东北

片种子部门
、

科研 �院校�
、

省
、

县原�良�

种场等单位协调较好
，

技术力量
、

设 备条件

都有一定基础
，

科研成果能份决转变为生产

力
，
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
在马铃著生产发

展上有着广阔前途
。

�
�

品种利用情况

东北从����年解放至����年生产应用的

品种是男爵
、

站秧
、

大眼皮等
，

这些品种不

抗晚疫病
，
退化严重

，
产量极不稳定

，
亩产很

低
。

在晚疫病流行年份
，

几乎绝产
。

科研部

门针对生产上存在的问题
，

从����年就开始

从国内外引种
，

推广了一些品种
，

如���
一�。 、

克山红
、

疫不加
、

米拉等较抗晚 疫 病 的 品

种
，

这时期产量有所提高
。

但这些品种有的

品质差
，

有的不耐贮藏
。

到��年代
，

科研部

门利用品种间杂交育种培育出克 新 号 等 品

种
，
这些品种抗晚疫病

，

抗 尸��
、

���
，

耐����
，
产量又大幅度提高

，
一般比男爵

品种增产���以上
，
对促进马铃薯生产起了

显著作用
。

近 年 来
，
克 新 �号

、
�号

、
�号

、
�

号和东农 ��� 等品种
，

由于产 量 高
，

品 质

好
，
适应性强

，
较抗退化

，

病害轻
，
不但是

黑龙江省和内蒙呼盟主栽品种
，
并已遍及全

国十余省
、

市
。

据不完全统计
，
克新 �号达

���万亩
，
克新 �号��万亩

，

克新 �号 �� 万

亩
，

克新 �号��万亩
，

东农 ���品种��万亩
。

从生产与市场需要看
，

选育的东 农 ���
、

克

新 �号
、

春薯 �号
、

呼薯 �号等早熟种
，
为

解决夏秋淡季洪应和我国南部二季留种
，

也

起积极作用
。

东农 ��� 还具有芽眼浅
、

表皮

光滑
、

黄皮黄肉等优点
，

出口深受欢迎
，

外

销创汇任务正逐年扩大
。

以上品种采用茎尖

脱毒及株系选早收复壮品种措施
，

保持了优

民种注
，

每亩增产��
�

�、 ����
，

增收 ��
�

�、
���元

。



马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白于方向目标明确
，

高标准严要求
，

各

育种单位己陆续选育出一批有希 望 的 品 种

�系�
，
如克���

、

东农��
一
����

、

呼����
、

呼��了�

一�
、

春薯�号等
，

内蒙种子公司还从国外引入

一批优良品种
。

这些品种 〔系�
，
有的还 原 糖

低
，
�。 含量高

，
有的淀粉含量高

，

有 的 食

用品质好
。

这些品种 �系� 的育成和引进
，

将会进一步促进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情况

考察组检查了 �个区试点
，

各区试点均

价按方案规定执行
。

参试材料共 �份
，

其中

早熟组 �价
，

晚熟组 �份
。

今年长势基本与

����年相同
，
比对照增产的有本����

一
�

、

克

新 �号
。

为进一步搞好区试工作
，

东北片����年

�月 �日至� 日曾在呼盟召开会议
，

迸一步

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并对调查记载标准作了

某些修改
。

主要有
�

参试前一年进行预备试

验
，

统一繁殖
，

统一供种 � 晚疫 病 调 查 标

准
，

将原来分为 �级改为 �级 � 制定束顶型

退 七的分级标准� 提出用比重法测定淀粉含

量的方法
。

总的看来
，
东北片区试任务完成较好

，

这与区试主持单位认真领导
，

各参试单位领

导重视
，

主管区试工作同志认真负责
，

各参

试点密切合作
，

以及有关省
、

自治 区 与 地

�市
、

盟�种子部门支持分不开
。

斤
。
我们看到

，

脱毒种薯退化株基本消除
，

病害轻
，
质量好

，

表现增产效果显著
。
����

年
，
黑龙江省克山县种植马铃薯 面 积 ��万

亩
，
其中种植脱毒薯面积 �

�

�万亩
，

占马铃

薯播种面积的幼�
，

平均亩产����公斤
，
仅

脱毒薯一项全县就增加收入 �千万元
。

克 �妇

县第二良种场生产脱毒薯利润达妮万元
，

占

全场总收入的扬�
，
而马铃薯 �脱毒薯�面

积仅占拿场慈始种面积的三分之一
� 人均收

入由过丢哟雀为唇觉
、
增长到�助元

。

黑龙江省

马铃薯原种场
，
�年中向省内外 提 供 纯 度

高
、

耳中性好的种薯����万公斤
。

内蒙呼盟
、

吉林
、
辽宁等地也取得同样效果

。

脱毒种薯的使用
，
对进一步发展马铃薯

生产
、

增加社会效益
，

将起推动作用
。

�
�

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良种繁育推广体

刁之

马铃薯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建立
，
对脱

毒薯推广将起保证作用
。

东北片主要有三种

形式
�

�功 黑龙江省
、

内蒙呼盟以脱毒种薯为

主
，

建立县
、

乡
、

村三级 良繁体系
。

��

系
。

、�� 辽宁本溪市马铃薯所以脱毒种薯为

建立高山
、

半高山
、

平原区三级留种体

三
、

马铃薯种薯生产情况

�
�

马铃薯种薯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年推广脱毒种薯以来

，
脱毒种薯绘

· �

产有了很大发展
，
己由过去小面积示范

，
象 气

展到现在大量生产脱毒薯
。

黑龙江省已推广

脱毒种薯��万亩
，

向省外提供脱毒种薯可种
植 �� 万亩

。

呼盟往外调脱毒种薯 ����万哥叮

��� 东北农学院以热处理锐毒
，
整薯播

，

株系选
，
棍系繁

，
根据蚜卑测报

，
早收留种

的主级体系
。

为进一步降低脱毒薯成本
，
加速繁殖种

薯
，
黑龙江省采用试管菌切段繁殖

，
块茎育

苗
，

赞芽扦插 ， 本溪市马铃薯所采用脱毒苗

进行砂床剪技扦插生产微型薯 � 呼盟农科所

在瓣芽基础上利用地热浅控温循环籍芽
，
螟

石育苗
，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高 倍 繁 殖 技

术
。

�
�

实生 鲁研究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所
、

内蒙呼盟农

科所和东北农学院利用自交系选配出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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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

呼�
� 、

呼�
�

和东农�
，
等杂交组合

，

其实生薯群体整齐
，

分离小
，

抗晚疫病
，
产

量高
。

在四川
、

云南
、

贵州等地鉴定表现优

异
，
并配制出大量杂交实生种子

，
为我国西

南山区的马铃薯生产及我国实生薯利用创造

了有利条件
。

此外
，

值得指出的是黑龙江 省 农 科 院

马铃薯所
，
目前在马铃薯纺绣块茎 类 病 毒

������ 的鉴定方法研究方 面 已 取 得 进

展
，
已能准确地鉴定区分感染类 病 毒 的 植

株， 已能制备多种马铃薯病毒的酶标抗体
，

有希望于近期生产 出 ���� 和 无 ���
、

���
、
���

、
���� 等病毒的试管苗

，
预

期近几年内脱毒薯质量会有进一步提高
。

四
、

几
、

点 建 议

�
�

黑龙江省和内蒙呼盟
，
在 利 用 外

资
、

培训人员
、

增加仪器设备等方面做了不

少工作
，
又是我国重要种薯基地

，

且自然条

件适宜
，

交通方便
� 这里高等农业院校

、

科

研单位较多
，

研究力量较强
，
种薯生产也有

基础
。

建议国家给予一定资助
，

建立我国对

外出 口创汇的种薯基地
。

�
�

鉴于我国已能生产脱毒种薯
，

因此

要求有关单位在从国外引入品种或给国外提

供材料
，
必须用脱毒试管苗

，

建立严格检疫

制度
，
预防病害的传播蔓延

。

�
�

建议����年全国马铃薯区域试验总

结会议上继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
继续评选

先进集体
、

先进个人活动
，
以利于推动区试

工作开展
。

�
�

����年黑龙江省建立的
“
北方马铃

薯脱毒薯种薯联营公司
” ，
是一种以种 子 部

门为主
，
协调种子生产

、

科研
、

农业院校等

单位
，

发展横向联合的较好形式
，

并能使新

品种
、

新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可供有关

省参考
。

�
�

各区域试验单位的区域试验经费很

少
，
区试点的基本建设经费尚无着落

，

建议

给予必要的扶持
。

考察组成员是� 刘 诚
、
滕宗球

、
李景 华

、

叶超麟
、

杨艾茹
、
刘永 良

、
暴成光

、
孙泽海

、

陈伊里
、

丛喜林
、

姜兴亚
、

李 伟
、

张业荣
、

宋万林
、

李葆卷
、

周淑 珍
、

裴淑 华
、
王凤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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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引月到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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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承 揽 广 告 业 务 启 事

为了促进马铃薯科研与生产的发展
，

本刊经有关部门批准
，

自����年开始

承揽广告业务
。

本刊登载广告的范围
，
限于与马铃薯有关的业务

。

内容要真实
、

科学
，

文

稿要缮写清楚
，

特别是专业名词
、

名称
、

规格
、

数字
、

成分
、

牌号
、

厂 �场 �

家
、

户头
、

帐号
、

开户行
，
要书写准确

，
以免发生差错

。

本刊刊登广告可在内页
、

封二
、

封三
、

封底
，

篇幅可全版及二分之一
、

三

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版
。

黑 白印刷
。

价格从优
。

如有照片
，

黑白度一定要分明
。

本刊竭诚欢迎客户广为利用
，
可来人来函联系

。

联系地址
�

哈尔滨市香坊

区东北农学院马铃薯杂志编辑部
。

联系人
�

安汝增
、

陈伊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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