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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安袱狱城尧滚洲‘淤 加拿大的种薯生产及病害防护

加拿大是世界马铃薯种薯主要出 口国之

一
，

每年要向��多个国家出 口种薯
。

出 口数

量仅次于荷兰
，
居世界第二位

。

加拿大对马

铃薯种薯生产和病害防护是非常重视的
，

有

一套完整的种薯繁殖体系和非常严格的病害

防护措施
。

新布瑞克省 ���� ����� 二���� 和 爱

德华王子岛 ����� “ 。 ���介� 几����� 是

加 拿 大 两 个最重要 的种薯繁育基地
，

每年

两地种薯出口数量占全国总出 口量的���以

上
。

新布省徽序建拿省一级种薯生产基地是
在玲有庵年公到�“ “ 牟已形成体系

。

这个体系

由种薯繁殖育中心��个原种生产者
、
��� 个

建议种薯生产者和 ��� 个标准种薯生产者所

组成
。

根据各个生产者条件的不同
，
分别负

责生产不同级别的马铃薯种薯
。

按加拿大联邦政府检验署的标准
，

在加

拿大马铃薯种薯有以下几种规格
� ①预备原

种级 ���� ��比�
，
用无毒块茎的茎尖通过

组织培养法生产出无毒试管苗
，

再生产出块

茎即为预备原种一代
，
而预备原种只允许繁

殖 �代
。

此外
，
用温哥华 ���� �������研

究站检验的无毒块茎也可直接繁 殖 预 备 原

种
。 ②原种级 �������

，
它是在预备原种 �

代 ���� ����� ��的基础上繁殖起来 的
。

原种级种薯允许繁殖 �代
。 ③基础种 ��� � �

。 ����� ��
，

它是由三级原种 ������ 兀�直

接繁殖的
。 ④标准种 �����迁����

，
这种种薯

直接用于生产
，

生产上只允许种 �年
。

上述

各级种薯分别由不同种薯生产者生产
。

种薯繁育中心可以生产除标准种以外的

任何一级种薯
，

并供给相应级别的种薯生产

者作为种薯
。

原种生产者可 以 生 产 除 ���

����� 级 以外的任何一级
。

它生产的种薯可

供给除中心以外的任何一个相应的种薯生产

者
。

建议种薯生产者只允许生产 �班��� �
、

基础种和标准种三个级别的种答
。

标准种生

产者只能生产标准种一种等级
。

新布省的种薯繁育中心设在弗瑞德里克

顿市
，

称 ��� ������繁殖中心
。

这 个 中

心有土地 �。 。 公顷
，

其中种薯用地��公顷
，

其他为森林
。

此地距最近的种薯生产者 �公

里以上
，
海拔 ���米

，

加上四周有茂密的森

林
，

几乎不发生蚜虫
，

具有天然防护条件
。

中心每年按照谷物
、

首楷
、

马铃薯的顺序进

行轮作
。

每年实际种植马铃薯的面积有��公

项
。

��� ����
��繁殖中心每年约种三十几

个品种
，

所有试验材料每年都直接由温哥华

研究站供给
。

在温哥华每年要对供试材料进

行 �次田间检测
。

如果任何一次俭测发现植

株带毒
，

那么这份材料就要被淘汰
。

对真正

无毒的块茎则采用组织培养法生产无毒试管

苗
，
再经室内检测保证绝对无毒时

，
才把试

管苗送到中心的大棚或温室进行繁殖
。

在中心
，

防护措施也是非常严格的
。

中心

的周围有栅栏
，
正门两道

，

平时 门 总 是 锁

着
。

有客人来访要按电铃
，

客人进入第一道

门时要换上中心发的防护服
，

然后洗手
，

再

换上消毒靴子
，

之后才能进入二门
。

参观者

在农场参观必须坐中心的车子
，

客人不允许

自山在地里走动
。

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必须穿

作业膝才能到地里工作
，

作业服不准带出大

门以外
，

即或是中心主任也不允许穿作业服

走出大门
。

中心用的所有机械都必须经过彻

底消毒才能进入场区
，
以后再不得外出

。

外

来车辆只能停在指定的位置
，

不 能 进 入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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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拉运种薯的车牺也不行

。

为了避免机车

作业和人行走时碰伤植株
，
�习间设有机车作

业道和人行道
，

垅组也比我国的大
，

为 �米
。

每年从 �月为第一周开始
，

进行田间汰

除病株并进行病毒检测
。

发现病株要连同块

塞排起装在袋子里带出地外销毁
。

对不发病

蜘橙株要采样进行室内血 清 鉴 定
。

根据种

臀级别的不同
，
田间检测标准也不一样

�

经环腐病和病毒病检测的块茎
杏

田间检测 �次
、

田

为� �不包括����和环
间发病
卜腐病�

�月间发病为 。

田间发 病 不

次次。勺�勺�介�测测��检检��过间问田田川心

代代代
，��自乃口种�杏种小原原原种

子
基 础 种 田间检测 �次

，

超过，
�

���
日间发病不

杏
标 准 种 田间检测 �次 田门发病不

超过��

包括中心在 内
。

种薯约男间检测都由检

疫人员亲 自进行
。

泣疫人员发现任河一个种

薯生产者在病否防护
� �

�二出现问这
。

都有权吊

销其全产种薯的资格
。

每个种薯生产者很据自己的条件可以种

��矛卜品种
，

他们可以得到试营苗
，
也可献

是块茎
。

如果是块茎
，

则每个块 茎 切 成 �

块
，

并种在一起
。

这样
，
一旦发现带病

，
可

以全部淘汰
。

种薯生产者 �肠 公顷内有一株

带��
尹

��成感染了环腐病
，

就不允许作为种

薯出 口
，

这祥的田块两年内不允许再种马铃

薯
。

对田门余草丛生的日块
，

检疫人员有权

拒绝检测
。

各种薯生产者出害的种薯要进行

统一编号
，

编号的头两位救为年号
，

中间三位

数为供种草位
，
后三泣数为生产者编号

。

以

做到每个生产者都对 自己生产的种薯负责
。

�苏亚庆级据加拿大专家摊里讲课笔录

签理 �

�上接好页�

总产值可以在 目前基础上翻�
·

�番
。

为了实砚这个长远规划指标
，

结合我市

的具体状况
‘

应该遵循如下三个规律来兴办

大理市的马铃薯生产事业
。

�
�

提高单产
�

科学产量 � 适宜环境 十 优种健薯 �

栽培技术
。

�
�

增加总产
�

总产 � 科学产量 十 扩大面积
。

�
�

开拓产业
�

马铃薯产业 二 知识密集 十 原科充足 �

工艺先进
。

上述公式中要说明的间题是
�

① 适宜环境
�

包括社会和 自雌 条 件
。

社会环境如领导者和生产者的重视程度
、

组

织能力
、

管理水平
、

科技大平及 科 普 情 现

等
。

自然环境如气候 资 源 �光
、

热
、

气��

水土资源 �水利
、

土壤
、

农 田
、

肥料等项的

基本建设�
。

② 优种健薯
�

按食用
、

饲用
、

工 业 用

种不同目的事求选择相应适 宜 的 高 产
、

质

佳
、

坑性强的优 良品种
。

根振不同栽培季节

选用相应的早
、

中
、

晚煎 已补
。

建立健全 良

种繁育体系和基地
。

③ 栽培技术
�

要有先进灼科学栽 培 技

术
。

栽培拉术应当包涵智力投资 和 物 质 投

资
。

要探索坦不河气叹类型
、

不同栽培季节

的相应区域性规范化念培模式
。

④ 扩大顽积
�

扩大适宜种植马铃 薯 的

面积
，
以不 影响其他任何作吻的合理布局和

适当种植计粼为前提
。

⑤ 关于知识和工艺问题
�

现代社 会 各

个领域
、

各行名
·

业 组竞守
，

实贡是科学
、

技

术
、

知识的竟争
�卜 一

炸少技术知识和
一

打关人才

的密集与否
，

是决定兴浪存亡的 核 心 和 关

键
。

因此
，

知识密集称加工二艺的倩湛是发

展马铃薯生产事业和开拓马 铃薯产业的核心

和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