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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进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的商榷

程 天 庆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莱研究所�

建国以来
，
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已取得 初期的 ��� 公斤����。年�上升到 ��� 公斤左

了丰硕成果
，
不仅育成了大量的优良品种

，

右
。

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山区和北 方 冷 凉 地

取代了一些低产的地方品种
，

而且育成的品 区
，
马铃薯的增产给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

。

种具有抗病
、

优质稳产的特性
。

尤其是对晚 马铃薯还是耐干旱能力很强的作物
，
所以也

疫病的抗性达到了控制病害蔓延的 目的
。

这 是广大干早地区的重要救灾作物
。

在我国的

是育种工作上的一项重大成果
，
为国家节省 历史过程中

，

马铃薯生产对国民经济建设起

了大量的药械和劳力
，
还避免了环境污染

，
了重要的作用

。

收刃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目前
，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由于 育 成 的 品 种 比 地 方 品 种 增 产 水平的不断提高
，

把马铃薯作为主要 口粮的

������以上
，

群众争相种植
，

全国马铃薯 时代即将结束
。

马铃薯的生产正在转向商品

的播种面积从解放初期的 ���� 万亩
，
一 度 化和工业原料作物

。

这一现实对马铃薯育种

上升到 �。 。�万亩
，
以后又下降稳定在 ���� 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

例如需要育出符

万亩左右
，

居世界第二位
。

平均亩产由解放 合食品加工的
、

淀粉工业的
、

维生素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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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程可以认为
，

稀土的喷施剂量在 干物质积累
，

同时也提高了食用时的 口感效

����克�公顷左右为宜
，
喷施 �次为好

，

喷 果
，

增强了耐贮性
。

稀土还提高了马铃薯的

施时间花期优于蕾期
。

��含 量 和淀粉含量
，

从而增加了其营养价

�三�关于稀土作用的评价 值
。

采用这项措施
，
由于增产块茎

、

提高淀

在比较适宜的条件下施用稀土
，

每公顷 粉含量
，

每公顷可多收淀粉 �� 。 公斤左右
，

可增产马铃薯����公斤左右
。

稀土提高大中 净收益达�������元
。

薯的比重
，

无沦作为工业原料还 是 食 用 都 本院耕作栽培所都明南
、

赵作民同志参加部 分工作
，

一

。 、 。 弃 。 环 小 咚似 兹株�斗谭���增加了 札守另 隐桌播研究 员审 阅指导
，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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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适合出 口的各种新品种
，

已提到 日程上

来了
。

我国马铃蒋育种工作如不重视这些问

题
，

就要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马铃

薯的生产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

所以
，

在马铃薯育种工作上必须从远处着眼
，

近处

着手
，

根据当前具体情况
，

提出下列问题进

行商榷
。

一
、

常规育种工作的现状与改进

全黑各地有��个马铃薯育种单位
，

��年

代初到 �。 年代末先后育成 �� 个品种
，
而且

大部是杂交育成
。

在这些品种中所用的主要

亲本是多子白 ����
一
���

、

卡它丁 ����
�

������
、

疫不加 �������
、

紫山药 �包括

牛头�
、

米拉 ������
、

白头翁���������

和小叶子 ����
一
��� �个品种

。

其 中
，
用

多子白作亲本杂交选出的品种 有 �� 个 �占

育成品种总数 ��
�

���
，

用卡它丁作父本杂

交育成的品种有 �� 个 �占����
，

用疫不加

作亲本杂交育成的品种有 �� 个 �占����
，

用米拉作亲本杂交育成的品种 有 � 个 �占

�
�

���
，

用紫山药作母本杂交育成的品种有

�个 �占�
�

���
，
用白头翁作母本杂交育种

的品种有 �个 �占�
�

���
，
用小叶子作亲本

杂交育成的品种有 �个 �占�
�

��石�
。

以上共

育成
之�个品种

�

占全国育成品种的���
。

当

然
，

除了上述 �个亲本品种之间互相杂交外

还有燕子 �����、 、 �、����
、

旁洽克 ��� ������
、

阿奎拉 �������
��

、

阿普它 ������
、

斯 塔

尔 ���� ��
、

里外黄等 �� 个亲本品 种
。

从

这一情况看
，
我国在马铃薯育种工作中筛选

的优良亲本材料不多
，

种质资源比较贫乏
。

但是决不能忽视上述亲本材料的巨大潜力
。

正如美国在马铃薯育种中所用 的 ��� ���� �

和荷兰育种中用的 ������一样
，

由于 它 们

的优点突出
，
今后在脱毒薯的基础上仍应有

针对性地加以利用
。

因为第一
，
它们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
。

无论用新型栽培种或

野生种对栽培种进行杂交改 良
，
都离不开栽

培种
，
因为栽培种具有的丰产基因是其它种

无法取代的� 第二
，

大部分对晚疫病有较好

的筑性
多 第三

，

品质好
，

如米拉
、

白头翁
、

里外黄等
。
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品种有严重的

缺点
，
应在利用新型栽培种或野生种与之杂

交时加以改良
。
如疫不加

、

米拉
、

紫山药等薯

形差
，

芽眼深， 小叶子和白头翁芽眼浅
，

但

薯块小
， ’

商品率低
。

同时
，

还要注意品种的

抗病性等问题
，

米拉和疫不加在我国中南和

西南地区种
几

徽面积很大
，
因为它 们 抗 晚 疫

病
，
产量高

。 �

但近年来因晚疫病生理小种的

改变
，

疫不加儿乎失去了抗病性
� 米拉的品

质好
，

淀粉含量高
，

一

但还原糖较高
，

不适合

炸片加工用，
自羲羲柞亲本卷叶病 太 重 等

等
。

因此
，

对过去的杂本材料在利用时必须

有针对性的加议凑良
，

�

近年来
，
亩乎新颇乌铃薯种质资源不断

引进和对育种目标的毅食场 在马铃薯育种工

作上已选出不少好的亲本材料 和 高产
、

抗

病
、

优质的无性系矛蜘髯郭膺省张家口坝上农

科所利用 �
，

国红

培种杂交后回交
，

�甸枝薯�和栽

粉 含 量 高 达
��

�

��的无性系、 撇真港执户��
、
��� 和

晚疫病
。

其中澳郁拿性系较脱毒薯
“
虎头

”

品种增产��
�

唱确鑫气写瑰
，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

铃薯所用 泞
，

了茹忘雁声诊护
。 。 与栽 培 种 杂 交

并在回交 一 代中夔 定 杭 ��� 时
，

其 中

��
�

��的个体具有抗性
。

在 �
�

������ �无

茎薯�与裁屠种杂交并在回交一代中鉴定抗
���时发规有此

�

�� 的个体具有抗性
，
而

且有的无性系高产
，
有的淀粉含量高

，

为进

一步提高育种工作创造了新的亲本材料
。

利用新型栽培种和普通栽培种杂交
，

可

把新型栽培种的抗晚疫病
、

抗青枯病
、

高淀

粉
、

高蛋白等基因输入普通栽培种
，

对栽培

种的改良有明显的作用
。

东北农学院
、

呼盟

农科所
、
黑龙江省马铃薯所和山西农科院高

寒作物所等利用新型栽培种作亲本进行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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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成效
。

如呼盟农科所在新型栽培种与

普通栽培种杂交后代中选出了呼 ����一��优

良后代
，
并利用�遵��

一��进行杂交选出了淀粉

含量高达���的无性系
，

其中有的无性系产

量超过对照品种�克新 �号�����
。

以上情况

说明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正在从普通栽培种

的品种间杂交逐渐走上利用新的种质资源的

征途
，
并在亲本创新的行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

为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

欧美一些国家在马铃薯育种中早已利用

了野生种等新的种质资源
。

如欧洲一些国家

在杭马铃薯癌肿病和线虫病的育种工作中早

已发现野生种维纳薯 ��
�

御。 。 �� 是多抗性

的材料
。

在抗晚疫病上最早利用的野生种是

地霉松 �万
�

�。 。 ‘���。 �，

并收到了很 好 的

效果
。

后来又发现小 供 薯 ��
�

�������
�

。 ����
、

多腺 薯 ��
�

夕���������。 �、

球

栗 薯� ��
�

如���������
�。 �

、

多 疵 薯

��
·

碑��“ ��川劝 等 野 生 种 对 晚 疫 病

生理小种有过敏反应或有高度的田间抗性
，

对培育抗晚疫病的品种起了重要作用
。

在对

病毒病的抗性上
，

甸枝薯和恰柯薯��
� 。 �。

�

��
。 ，�。 � 对 ��� 具有高度抗性或免疫性

，

恰柯薯还高抗 ���� �卷叶病� 等
。

无 茎

薯对 ��� 免疫并有高度抗寒性
。

在品质育

种上利用了块茎中淀粉和蛋白质含量高的孔

牟松薯 ��
�

�� 。 ，二����耐��
、

恰柯薯
、

马格

里阿薯 �习
·

二�
川￡。 �等

。

我国对抗病
、

淀粉和蛋自质含星高的新

型栽培种和野生种等基本都已引入
，

但尚未

系统地加以研究
。

最近在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

中已把马铃薯品种资源的利用列入了计划
，

对进一步开展马铃薯高淀粉
、

高蛋白
、

高维

生素和高产多抗性品种的选育提供了条件
。

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的选育将为我国四化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

�
�

�
�

�������和 �
�

�
�

��� � �� ��对

马铃薯种间杂交优势作了研究
，

证明马铃薯

普通栽培种品种之问的杂交后代增产潜力最

小
，

而
“
普通栽培种 火 安第斯种 ��

�

卿成
�

那���� 富利亚薯 �万
�

夕几二��’ �� ”
三 方 种

间杂交的后代产量最高
，

超过普通栽培种之

间杂交后代产量���
，
同时

“
富利亚薯 又 普

通栽培种
” 二方种间杂交的后代产量也比普

通栽培种杂交后代产量增产���
。

但三方种

间杂种后代比二方种间杂种后代的产量只增

多 ��
，

差异不显著
。

所 以
，
从杂合性和产

量水平之间的关系来说
，
并不完全是杂合性

越大产量越高
。

原困是产量受微效多基因控

制
，
与产量无关的基因尽管杂合性很高

，

产

量却不一定高
，
而且具有大量产量基因的是

普通栽培种
。

所以
，

邓欲获得高产的品种
，

必须以普通栽培种作基础进行杂交
。

富利亚

薯 与普通栽培种二方种间杂交后代的产量和

三方种间杂交后代产量差异不显著
，

与富利

亚薯本身具有高产基因是分不开的
。

众所周

知
，
富利亚薯在二倍体栽培种中块茎是最大

的
，
产量也是最高的

。

所 以
，

在和普通栽培

种杂交后产量水平也很高
。

国际马铃薯中心

曾做过 �
�

执乙二
。 二二 只 宕

�

���口
。
�� 杂 交

后代产 量 和 ￡
�

‘心 �八” 。 ” � ￡ �劝二��
“ 川

杂交后代产量比获
，

肩者的产量比前者高
。

说明前者虽可堆加杂合性
，

但产 量 基 因 缺

乏
，

并不粼获得高产后 �欢
。

所以
，

产量基因

的杂合性积一胶与产二无关自‘基因杂合性应

加以区分
，

不瓜认为凡 月
�
杂合性都与产量有

关
。

同时
，
在 �

�

�，�了公夕。 ，�。 又 夕
� 。 �，〔��夕。 沪‘。

之间杂交产生鱿后代开量也没有 �
‘ �

翻死二
�

�。 。 �� �
�

���。 勿
�。 。 � 之间杂交后代产量高

，

证明 �
�

���右卯�� 的产量基因不如 万
�

夕���
�

���’� 产量基因丰富 ，
更不及普通栽培种

。

但

新型栽培种 �万阳
一 �劝二脚、 耐 则是另一回

事
，
因为它是经过轮回选择得到的具有高产

基因的材料
。

所以
，

利用普通栽培种和新型

栽培种杂交能获得产量高的后代
。

二
、

实生薯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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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把马铃薯实生种子直接用于大而

积生产的最早的国家
。
��年代我国用的马铃

薯实生种子是经过筛选
、

从指定 的 品 种 和

杂交组合材料来的
。

例如
，

当时 用 的 克 疫

��� ������
、

燕子 ��
��� �����

、 “

乌盟����

眠县��号
” 、 “

燕子 义 卡它丁
” 的种子都是抗

病
、

高产和分离小的种子
。

种植后
，

实生薯

的产量大大超过了当地主栽品 种 �对照�
，

增产幅度一般达������
，

有的成倍增产
。

后来
，
由于我国制种制度不健全

，

种子生产

自由化
，

造成严重的种子混杂和减产
，
因而

出现了马铃薯实生种子利用的骤 起 骤 落 现

象
。

马铃薯实生种子利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

义
。

从马铃薯育种工作来说
，

实生种子直接

用于生产是育种工作上的一场革命
。

因为用

种子生产种薯或直接进行马铃薯生产
，

摆脱

了传统用块茎繁殖种薯的惯例
。

其 优 点 很

多
，

而最重要的是便于更新
“
退化

”
减产的

种薯
，

并能大幅度增产
。

而且用种子育苗生

产无病毒的种薯比用茎尖脱毒苗生产无毒种

薯既经济又方便
，

农民群众都能采用
，
比脱

毒薯推广要容易得多
。

这就是用生物种子自

然脱毒比用人工作茎尖脱毒的最大优越性
。

况且农民可根据自己种薯
“
退化

”
的程度随

时能用种子育苗生产新的种薯
。

无疑用实生

种子生产种薯
， �
是解决马铃薯种薯

“

退化
” ，

保持种薯持续高产
、

稳产的重要措施
。

当前
， ·

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在探索马铃

薯实生种子的利用问题
。

马铃薯实生种子利

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分离问题和产量问

题
。

马铃薯栽培种是同源四倍体
，

具有��条

染色体
。

多数品种自交或杂交因四倍体遗传

分离比较复杂
，
因而在选育分离小

、

生长整

齐的实生种材料方面是一个难点
。

不过近些

年来在解决马铃薯实生种子分离上已有了新

的进展
，

即利用二倍体的 �� 配子 �花 粉�

材料和四倍体栽培种杂交
，

在后代一致性上

取得了显著成效
。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皮

洛昆 ����������已通过 �� 配子材料与 栽

培种杂交选出了 ���
一

�
、
���

一

��和���

一

��等材料 � 美国康乃尔大学选出了一 批 千

物重高
、

抗早疫病的 �� 配子 �花粉�材料 �

波兰选出了 抗 卷 叶 病 的 �� 花 粉 材 料
。

埃及
、

突尼斯
、

卢旺达
、

菲 律 宾
、

巴 西等

国应用国际马铃薯中心 培 育 的 杂 交 组 合

����� �� � ��
一

�
、
������� 义 ���

·

� 和

�
��

� 。 。 �丫 �� 一 了等材料在生产上已 开 始 推

广
。

智利采用 ������� 丫 �
，�。 � 。

和 ���
�

�� � ����
· 。
的实生种子育苗移栽的产量

，

均

超过了对照品种
。

菲律宾利用实 生 种 子 每

公顷获得了 �� 吨的产量
。

斯里兰卡用 马 铃

薯品种 ��“ ���� 的天然种子进行实生薯生产

收到了良好效果等等
。

说明马铃薯实生种子

利用已成为世界性的主要课题
，
而且发展很

快
。

近些年来
，

我国在马铃薯实生种子利用

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

呼盟农科所用����
�

���
一

���作父本与自交系材料杂交选出了呼

� �、

呼 � �

和呼 �
。 �个分离小

、

抗病
、

高

产的实生种子材料
。

每公顷产量 都 在 �� 吨

以上
，

如呼 �
�

每公顷产量 为 ��
�

�吨
，
并

筛选出 �� ��
一

���
一

���优良亲本
。

用这个

亲本与自交系杂交
，
又选出东农 � �

和克�
，

两个高产材料
，

并且已开始在生产上应用
。

另外
，

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初步选出 了 ���
�

��
一
�单株产量 。

�

�公斤
、

���
一
�单 株 产 量

。
�

朽公斤的材料
。

乌盟农科所选出的��
一
��

�

�� 每公顷产量高达 ��
�

�吨
，
比 对 照 增 产

���
�

��
。

山西省农科院高寒作物所筛 选 出

的 ����号每公顷产 量 为 ��
�

�吨
，
����号

每公顷产量为 ��
�

�吨
。

最近还从国际 马 铃

薯中心引进了一 批 杂 交 种 子
，

经 种 植
，

������� � ���
·
�

、
���

一

��又 尺，�。 � 。
等 组

合在北京等地表现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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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旱地区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

技术及增产机理

高炳生 蔺海明

�甘肃农业大学�

地膜覆盖栽培是现代化农业生产中的一

项先进技术措施
，
具有增温

、

保水
、

聚肥
、

提高光热效应
、

改变土壤理化性状
、

减轻病

虫草害
、

促迸早熟等多种作用
，

被列为我国
“
七

·

五
”
期间推广的十项农业新技术之一

。

研究表明
�

地膜覆盖栽培在棉花
、

蔬菜
、

小

麦
、

玉米
、

花生等各类作物上均有明显的增

产作用
。

棉花
、

玉米等喜温作物的增产作用

多归功于增温缭水
，

但对马铃薯类在结薯期

怕高温影响的作切
。

目前仅见一些地膜覆盖

可提高其产量的报道
，

对其增产机理尚米解

释
。

为此
�

我们于 ����� ����年进行 了 �亥

课题的研究
，
旨在探讨寒早地区马铃薯地膜

覆盖栽培技术的应用及其增产机理
。

材料与方法

从以上情况看
，
通过选用 �。 �见子

一

讨寸牛

进行杂交
，

或利用分离小的杂交组 合及天然

实生种子
，

均可使实生种子的分离问题 洛到

不同程度的解决
，

并获得了令少
�
满意的整齐

度
。

同时
，

经过大量材料的筛选
，
实生种子

的群体产量已大幅度提高
。

实生薯后代灼产

量每公顷达到 �� 、 �� 吨 ，

显殡是非常成 功

的
。

在这个基础上
，

把实生薯的利用更提高

一步
，

进而获得更整齐
、

更令人满意的材料

是完全可能的
。

�
�

试验地概现

试验设在定西县鹿马岔村
，
该地属黄土

高原半干旱区
，

海拔 �����
，

年均降 雨 量

���
·

���
，

年均温度 东 �℃ ，

农业生产常受

干旱少雨
、

低温 冷害的影响
。

试验地 �年均选用具有中等肥力水平的

川台地
，

前茬系小支
。

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

为 ��
，

全氮含量 。
�

����
‘

水解氮�
�

���毫

克����克土
，

全磷 �
·

。弓��
，

速效磷 �
�

���

毫克����克土
，

为典型的富钾
、

贫氮
、

极缺

磷的土壤类塑
。

土炭恳黄绵土
，

土层深厚
，

质地疏松
，

但耕作层较浅
，

一般 �。���� 。
。

�

�
�

试验设计与种植情况

为达到试验规模小而所获信息量大之 目

的
，

试验采用常规对比法
。
�年内共设 �种

处理
，

处理方法
、

小区卤积
，

重复次数及播

种时间详见表 �
。

播种方法采用宽窄行穴桥
，

宽行��
��

，

窄行 �� ��
，

株距 �。 。 二 ，

为梅花形穴播
。

亩种植 ����穴
一

均采用整薯播种
，
薯块一

般在 �
�

邸 、 �
�

�公斤之阎
，

供试品种为农家

品种
。

亩施农肥 �丁�。 公 斤
，

硝 按 ��
�

�公

斤
，

磷酸二铁 �
�

�公斤
。

超薄膜亩用量 �
，

�

公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