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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京地区马铃薯就地留种措施的试验

朱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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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要

木试脸结 果证 明
，

采取马铃薯春播早收
，

拔除病株
，
选用合适的品种

，
实行二

李作秋烤寿留种等持施
，
可 以 实多几北京地 区就地留种的 目的

。

采用上述措 施 后
， “

京

丰 �号
”
和

“ 于殊沁 ��
一

�
一

��’， 甘种 凌��年
，
仍可取得较高产量

。

效果观察
，

秋季分期播种和分期收获种薯试

言

北京地区种植的茄科类蔬菜较多
，
且有

蚜虫传毒
，
马铃薯病毒性退化比较重

。

经鉴

定
，
马铃薯感染 的 病 毒 有 ���

，
���

，

���
，
����

，
���

，
���和 ����等

。

因这些病毒的存在和扩散
，

造成北京地区长

期没有解决马铃薯的留种问题
。

为此
，

我们

自����年开始
，
进行了此项研究

。

验
，

并对北京种植的马铃薯品种 �系�进行

了病毒鉴定
。

抗血清由国际马铃 薯 中 心 提

供
。

结 果 与 分 析

试验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所用的马铃薯品种和品系
，

是结

合本祈选育的马铃薯品种和从国内外引入的

材料进行的
。

并在品种观察和品种比较试验

中有计划地检验了二季��三留种的 方 法 和 效

果
。

品种观察材料 ���。 年有 ��� 份
，

其 中

国内材料 ��份
，
�以外万料 ��份

。
二���年利

用新自荷
一

兰弓�入的马怜薯品冲言 ������ ��
，

����� ，
��� ����士

，
�� � 。 ，���

，
��������

和 ��� � ���
等

，
木国品种 �系�言京丰 �号

，

张北 了�
一
�一 �硬

，

东农 ���
�

太安 ��一昭
，

郑

�了
一
�
一
注艺

声

华
。

在进行马铃薯二季作留种研究中
�

采用

了春季种薯分期收获留种试验
，

选健株留种

一
、

北京地区马铃薯病毒病的基本情况

�一�病毒病的普遍性
� ����年

，
找 们

在北京种植的 ��� 份马铃薯材料中
，
只有��

份 ���
�

����在春季未表现出病毒病症状
，

其余 ��� 份 ���
�

����或多或少 带 病
，
以

卷叶病和重花叶病比例最大 �表��
。

在其他

病症中
，
有后期出现的紫顶和植株顶部叶片

失绿等生长不正常表现
。

�二�病毒的严重性
� ����年春季

，

我

们选用了在 ����年春季生长较好 的 京 丰 �

号
、

东农 ���
、

詹萨克
、

克里斯塔和 ��一��

进行比较试脸
。

因 ���。 年春季没有采 取 早

收留种措施
，
也没有进行二季作

，

用的种薯

是 ����年 �月底 �月初收的春薯
。

试 验 村

料出苗后
， �个品种 �系�的植 株 全 都 发

病
。

最严重的病株出苗后因叶脉 坏 死 而 枯

亡
。

因各重复缺株严重
，

最后只能取样株计

产 �表 ��， 从平均单株产量上可看出 病 毒

的严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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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寿季马铃薯品种 感染病毒表现

无病症 卷叶病 重花叶病 轻花叶病 束顶病 奥古巴病 丛枝病 矮化病 小叶扭 曲 其他病

、 �门匕乡‘ �一‘
�一

一
�

一
�� 一 � �———

皿 劫 新 夕� 窍� �� �� �� � � ��

占品种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

�理 �
。

�� ��
�

�滩

��山曰���己

一
二�， � 〔

�
�

�

�一
�

��
‘ 、

一
内

一一

一
�

诬

一
表 �

�

����年春季 �个马铃薯品种生长表现
��������甲����

�

�
�

�� ‘

一一
��

一
一一

� ‘

一一
品 种 株 数 株 薯 数 株薯重 �克� 病 株 � 病情指数 备 孚更

京丰 �号

东农 ���

��一��

詹 萨 克

克里斯塔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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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脱毒后第三年种植

引入北京第二年种植

引入北京第二年种杭

引入北 京第三年种植

引入北 京第三年种植

表 �
�

����年 引入的国外品种春
、

秋 两季生 长表现

召
‘
种名称

春 薯

收 期
�日�月�

株 薯 数

�����

���扭���

��������

��������

�������

日本 �号

����

����

���

����

���

����

�

���

����
��

。
�

��
。

�

株 薯 重
�克�

���
。
�

���
�

�

���
�

�

���
�

�

���
�

�

���
。

�

折 亩 产 病 株
�公 �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薯数 株

秋

薯
克

���
。

�

��
，

�

亚 折 亩 产
�公斤 �

���
。

��

���
。

��

����
�

��

���
�

��

���
。
��

���
。

��

�，石�

��
�

��

��
。

��

��
。

��

�
�

��

��
�

��

���

甲六���︸�︺
�

…
︵“，止�仙��八�

��
�任��今自

︸日通户��︺��勺自
��

…
‘

，︺�白����
��上

另外
，
刚从国外引入的马铃薯品种在北

京春季种植时病毒病很轻
，

或看不出病症
。

但是如果不采取留种措施
，
当年秋季播种即

可出现严重的病症 �表 ��
。

不仅平均 单 株

薯数显著减少
，

产量降低
，

而且病株率可达

����百
。

其中 �������� 病株最少
，
只有��

，

但在 ����年春却表现病株�了
�

������
。

说

明这个品种在秋季低温下发病轻
，

春季高温

下病毒表现重
。

从上述情况可知
，

在北京如

不采取相应的留种措施
，

就是不带病毒的品

种只种植了春季一季就会严重感病
。

�三�病毒病鉴定结果
� ����年

，
我们

利用国际马铃薯中心提供的马铃薯病毒抗血

清
，
对北京种植的马铃薯品种 �系�进行了

鉴定
。

结果在春季种植的 �� 个马铃薯 品 种

中
，
感染了 ��� 的有 �� 个 ���

�

���
，
感

染 ��� 的有 �� 个 ���
�

���
，

感染���的

有 �� 个 ���
�

。 ��
，

受病毒复合侵染的品种

有��� � ��� �个��
�

���
，
��� 十 ���的

�个��
�

���
，
��� � ��� 的��个���

�

���
，

��� 十 ��� � ���的�个��
�

���
，
��� �

���� ���十 ����的 �个��
�

���
。

在秋

季种植的 �个 品 种 中
，
感染 ��� 的 �个

���
，

���
，
��� 的 �个 ���

�

���
，

复合侵

染 ��� 于 ��� 的 �个 ���
�

���
。

此 外
，

还有的品种感 染 有 ���
、

��� 和 ���

的
，

也有明显表现 ���� 症状的
。

这 些 情

况说明
，
北京地区马铃薯生产必然要受到病

毒病的影响
，

尤其是 ��� 无论在春季或秋

季
，

单独侵染或复合侵染都比较重
。

所以
，

对 ��� 的防止和对抗 ��� 的 育种都是必

妥的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二
、

解决北京地区马铃薯就 地 留 种 的 研究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北京地区只要采取

措施 适当的技术措施和选用适合的品种
，
是可以

根据北京地区马铃暑二季作生产和病毒 解决马铃薯就地留种问题的
。

具体的方法
、

性退化的特点及蚜虫传播病毒的时期
，
我们 措施如下

�

对解决北京地区马铃薯就地留种问题进行了 �一�春季早收留种
�

表 �试验材 料 证

表 �
�

����年春季品种收获期与秋季生长表现
��蔺��口������巴 产�‘ 二‘ 二二‘ �‘ � �����������������������口�����������������暇，

��一一
口比����‘ �� �������‘ ���二�目目

�
��旧

春著
�日

收获 期

�月�

秋薯株高

健株

����
株 病情指数

几�舀�，人八口八舀�����舀
�

…
几������上

进挂��

内”内幻��

…
��
﹄��任�一���

，上

�巨
· “

石�
。
�

病株

��
�

�

����

八匕八心泞苦��
廿 ，了了了�，自�‘勺自

张 北 ��一�一��

��������

���

����

���

��

��

��

����
� ��

秋薯株宽 ����

健株 病株

��
。

� �心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
。

�

吕吕
。
牙

��
�

��

��
。
��

明
，
春季种薯收获早的病毒病轻

，
收获越晚

病毒病越重
。

张北 ��一�
一

��和�
������� �月

�日收的种薯秋季病毒为 �“ ��� ，

延 迟 到

�月�����日收的春薯病株为��
�

����
�

��
，

而于 �月���日收的春薯秋季病株为��
�

�、
����

。
仁白比可见

，

春季种薯早收的重 大 作

用
。

在实试中力了解决春季种薯和商品薯生

产的矛盾
，

可以把种薯生产和商品薯生产分

开
，
以便种薯能及时早收防止蚜虫传病

，

商

品薯适当晚收以利获得高产
。

为了明确春薯

留种的适合时期
，
���理年对蚜虫飞迁活动作

了调查
。

根据有翅蚜在 �月中旬后的逐渐增

多情况
�

我们提出在北京春季早收种薯的时

间是在 �月下句和 �月上旬
。

这是因为����

年 �表 ��在 �月 � 日收获的种薯显著表现

病轻
。

另一方面从有翅蚜发生情况看
，

在 �

月��日可达到每株平均 �个蚜虫的数 目
。

从

这时发出警报在 �� 天内收获种薯或割 去 薯

秧避免病毒输入块茎
，

与国外报道平均黄皿

有 �个有翅蚜时发出警报基本是吻合的
。

�二�拔除病株
�

在马铃薯生长 期 间
，

不论春季或秋季都能看到明显的病毒性退化

植株
。

这些病株必须及时拔除以防止病毒扩

散
，

拔除得越早越好
。

实践证明
，
实行选健

株留种的病毒病均轻
，
最轻的为 �

�

��
，

而

不选或以有明显病株的进行留种
，

病株率均

高
，

最高的达 ���线
。
这一情况表明

，
一个

品种在生产上能不能长期保持不退化
，

与每

年每季留的种薯质量是分不开的
。

拔除病株租选株留种所以能收到 良好的

效果
，

其主要原因是消灭了田间的毒源
，
减

少或杜绝了蚜虫 �特别是有翅蚜�传病或田

间植株接触后摩擦传病的机会
。

尤其是���

为非持久性病毒
，
只要带病毒的蚜虫在病株

取食后转移到健株
，
在刺吸液汁的短暂过程

就能把病毒传给健株
。

因此
，

拔除病株消灭

马铃薯田何毒源
，

对防止蚜虫传 毒 特 别 重

要
。

�三�二季作留种
�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
，

我们在 ���� 年秋季用京丰 �号品种做 了 不

同播种期和不同收获期的留种试验
。

结果表

明
，
在 �月 �日播种和 �月 �� 日播种 后 收

获的种薯
，
在 ����年春季的生长 表 现

、

发

病情况和产量等没有明显差异 �产量分析差

异不显著肠 在 �月 � 日播种
，
于��月 � 日和

��月 ��日收获的种薯于 ����年春季生长表

现也没有明显差异
。

这一结果反映了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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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实行二季作秋播留种
，
从 �月份播种到

功月底或 �� 月初收获的种薯
，

无论早播或

晚播
、

早收或晚收
，

在种薯质量和感病情况

上 �个重复的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

说明秋季

虽有蚜虫 �有翅与无翅�在马铃薯植株上取

食
，
但传病情况却和春季截然不同

。

秋季蚜

虫传毒轻 �除种薯质量取决于春薯带病程度

外�与蚜虫带毒和温度及病毒繁殖等似乎有

关
，
有待研究

。

本试验用的京丰 �号品种是����年秋季

用健株繁殖后连续实行二季作留种的材料
。

因采用了一系列留种措施
，
����年春季表现

病株少
，
病情指数只有�

·

����
�

��
，
亩产仍

保持在 ����公斤以上
。

�四�选择适当的品种
�

近些年在 北 京

通过对不同品种的观察
，
因品种间的熟性

、

结薯早晚
、

抗病性
、

休眠期和丰 产 性 等 不

同
，
并不是所有的早熟或中熟种都适合北京

地区二季作要求的
。

初步认为
，

在选用品种

上需考虑 �点
。

�
�

结薯早产 量 高
�

北京春薯常在 �月

中下旬播种
，
�月中旬齐苗

，
�月底 �月初

收获商品薯
。

但种薯必须在 �月底 �月初收

获
，
因而必须是结薯早和前期薯块膨大快的

品种才能符合留种要求
。

根据试验材料看
，

目前在北京适合二季作留种的有京丰 �号和

张北 ��
一
�
一
��等品种 �表 � 、 。

从 �年品比试验中可以了解
，
京丰 �号

表 �
�

���������年品种比较试验产量结果 �公斤�亩�

年 份 京丰 �号 张 北 ����一�� 郑��
一�一�� 东 农 ��� 四川 ���一� 四川���

一
�� 金 抗 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张北 ��
一
�
一
��两个品种产量是比较高的

。

由 ����年产量证明
，
只要给予较好的 栽 培

条件
，

亩产均可达到 ����公斤以上
，
同 时

结薯也比校早
。

应 当 指 出
，

东农 ��� 和太安 ��
一
��两

个品种引入北京的当年
，

春季产量很高
，

但

由于不坑 ��� 和卷叶病
，

留种 �年即严重

减产
。

采用阳畦冬播留种和春季早播早收
，

可以达到留
�

冲目的
。

�
�

休眠期短
�

适合二季作的马铃 薯 品

种
，

在春季收获后到秋播时最好能自然通过

休眠期
，
以减少催芽等繁杂手续

。

在北京 �

月初以前收获的种薯
，
需要在 �月上中旬播

种前必须进行药剂催芽
，

不仅手续繁杂
，

投

资多
，
而且易烂薯和感病

。

体眠期短的品种

目前有京丰 �号
、

四川 ���
一
�和郑薯 �号

。

但后两个品种春薯没有京丰 �号产量高
。

春

薯产量高的还有张北 ��
一
�一��和坝薯 �号

，

这两个品种休眠期约 �� 天
�

一般不用 药 剂

催芽只进行切伤处理也可达到要求
。

因此
，

北京 目前可用京丰 �号
、

张北 ��
一
�
�
��和坝

薯 �号等品种进行生产示范
。

�
�

抗病或对 ��� 过敏
�

试验材 料 证

明
，

在北京种植的早熟种马铃薯凡有卷叶病

又感染 ��� 的
，

二季作留种都比较困难
。

而京丰 �号和张北��
一
�一��两个品种对 ���

表现田间过敏
，

一旦被 ��� 侵染
，

在植株

上表现十分明显
，

有的不结薯或出苗后很快

枯死
。

因为 ��� 主要是蚜虫传病
，
因此

，

只要严格控制春季种薯的早收
，

防止蚜虫传

病
，

就能保持种薯的健康状态
，

达到高产
。

结 论

本试验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提出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兰�

了 具体的解决北京地区马铃薯二季作留种的

清施和品神
。

尤其足在二季作留种中指出
，

春季种著早收是保证二季作种薯 质 量 的 关

键
，

这是在过去很少注意的
。

本试验介绍的措施简单易行
，

群众都能

在生产中因地制宜地应用
�

具有实际经济价

位
。

达一步结合脱毒薯生产
，
即可保证 �、

�年更换 �次种薯
，
达到�刃底解决种薯的质

量问题
。

识别病株比较容易
，

只妥进行观察
，

经

过介绍
，

一般都走掌握
。

当然
，

在有条件时

录好利角
“
酶联免反吸附测定 ��������，

法进行薯块选择
，

淘汰病薯
。

但在没有这种

侦察手段时
，

拔除病株
、

选留健株仍是一项

重要措施
。

北京郊区在发展马铃薯二季作生产中
，

还可用马铃薯和玉米套作
，

春马铃薯收后玉

米还能获得与单作相似的产量
。

目前选出的

京丰 �号和张北 ��一 �
一
��两个品种

，

植株都

比较矮且生长期短
，

尤其是京丰 �号为特早

熟种
，

很适合和玉米间套作
。

如果进行春薯

单作
，

在收获后不影响下茬种大白菜和水萝

卜等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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