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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马铃薯实生种子�薯�
‘

的利用及其生产发展的前景

唐 洪 明

�内蒙古农业科学院
、
呼和浩特�

马铃薯 ���了‘
，，���，�， �，‘������，，，� �

，

�

是世界五大作物之一
，

仪次于水稻
、

小麦
、

玉米
、

大麦
，

在 世界农业生产上占有重要地

位
。

我国马铃薯播种而积现为 ����万亩左

右
，
居世界第二位

。

马竹薯生产在我国农业

生产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少居重要地位
。

马铃薯既可无件繁殖
，

又可有性繁殖
，

但长期以来主要作为泥性繁殖进行生产
。

无

性繁殖虽有很形 优点 �如生长发育快
，
能保

持品种的特性特扛 等� 但 也存在一些致命

的缺点 �如易感染丙毒和�毛
、

细 菌 病
、

繁

殖系数低竺 � 的马铃薯 厅性繁殖—马铃薯

实生种子在生产上
�
沟利用

，

可以克服无性繁

殖所带来的弊病
。

生产实践证明
，
利用马铃

薯实生仲子
。 ，

�士解决各仲病害 �包括病毒病

害�
，�

念危言
，

实现六地留种
、

提高单产等
，

都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艺坦
。

马铃薯实生种子

�薯�经过 ��� 多年在生产上利用和近半个

世纪的科学研究
。

已摸又 出一些经验
，

特别

是近��年来已发展成为困自外马宁令薯生产上

一项重要的留种拼施
。

一
、

国内外马铃薯实生种子

的利用科研和生产概况

用马铃薯实生种子进行生 产
，

由 来 已

久
，
可以追溯到��

一

丝纪下半叶
。

当时人们发

现利用实生神子播补可行刊繁茂的植株
，
还

能弥补在扩大马铃薯生严时种薯的不足和选

育出新品种
。

苏联是最早利用种子生产马铃薯的国家

之一
，
十月革命前后即已开始利用于生产

，

��年代开始进行研究并在生产上有计划地推

广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当刘

一

这项技术在生产

上发展缓慢
。
��和�。年代

，

苏联针对生产上

利用实生种子存在的门题开展了一些研究
，

但没有重大突破
，
因而在生产上长期处于停

滞不前的状况
。

欧美各国对这项研究开展较晚
，
于了�年

代初才开始进行
。

美国于 了，了�年列入计划并

开始研究
。

近年来
，

在我国和国际马铃薯中

心的影响下已有美国
、

荷兰
、

印度等之。多个

国家开展了这项研究
，
并取得一定进展

。

国际马铃薯中心 �����于����年开始

开展实生种子利用的万究
�

但 迸 展 缓 慢
。

����年我国赴
“
中心

”

考察时
，

介绍了我日马

铃薯实生种子 �薯�利用的科研 和 生 产 情

况
，

受到重视
。
��了�年以来

，
�

‘

��� ���溥

士率领考察组 �次来华对内蒙古 匆 西南实生

种子 �薯�利用进行实地考察和学
一

术交流
，

对他们的研究有很大提进
。 “

中心
”
自�，�。

年以来
，

将实生种子利用的研究列为重点课

题
，

开展了实生种子的哉培生 理
、

种 质 资

源
、

遗传育种等方面的研究
，

目前已取得一

定突破
，

并将这些初步研究成果有计划地在
“
中心

”
的 �个地区中心的 �个试验站

、
�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性试验和推广
。

我国在��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马铃薯实生

种子 �薯�在生产上利用的研究
。

经过多年
�

来协作组的共同努力和一些科研单位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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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在如下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

�
，

试验明确利用实生种子有汰除病毒

和病菌的生物学特性
，

能生产出无病毒和无

病菌的种薯
，
解决了马铃薯退化和其它真

、

细害病害问题
，

从而获得了增产的效果
。

�
�

发挥我国集约栽培
，
精耕细作传统

农业和特长
，
采用温床或冷床 �盖膜�

、

阳

畦育苗移栽方式
，

解决了马铃薯种子细小
、

出苗困难
、

管理不便等问题
，

能快速生产出

质量较高的种薯
。

�
�

筛选出适合西南等各地 生 产 的 抗

病
、

高产的
“
克疫

” ��丈��� ���� 等 实 生

种子
，

为大面积生产提洪了优 良的 实 生 种

子
。

�
�

筛选了部分杂交组合
，

对品种和近

缘种间杂种一代优势进行了充分的利用
。

�
�

在利用性状分离较小的实生种子的

基础上
，
留种过程中配合单株系选

、

常昆合选

或集团选 �类型合并选�
，

解决实生薯尚存

在的都分分离间题
。

由于马铃薯实生种子在生产上利用
，

解

决了马铃薯就地留种问题
，

减少 了 调 种 困

难
，
扩大了繁从系数

，
克服了 马 铃 薯 病

、

欢生
、

退化等生产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

提高

般袱当地品种增产������
，

高

的成浩汹产
，
交到了生产者的欢迎

。

二
、

马铃薯实生种子 �薯�利用

的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 、 马铃薯实生种子 �著�利用的研

究进展

�
�

育种

�音育具有性状墓木不分离
、

抗病性强
，

高产质优等性状的实生种子
，
目前我国通过

如下儿个途径来解决
。

���天然结实的利用
�

从 �
�

���������

的栽培品种中
，
筛选主要经济 性 状 分 离较

少
、

抗病高产且天然结实性强的品种作为原

种
，
采摘自交一代的天然实生种子 以供生产

上利用
，

这是 目前我国获得实生种子的主要

育种途径
。

��年代初由内蒙古乌盟农科所筛

选的在西南地区推广面积最大的
“

克疫
”
天然

实生种子
，
就是通过这个育种途径育成的

。

由于马铃薯开花结实要求气候冷凉
、

长 日照

条件
，
我国北方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呼伦贝

尔具备这样的条件
，
可建成为全 国 采 种 基

地
。

��� 品种间杂交的利用
�

也即在 �
�

才“ �

人�，·二，‘�� 栽培品种间进行杂交
，
按 �二 � �二

方式配制杂交种子
，

其杂种后代具有一定的

示种优势
。

囚一般育种用的杂交组合
，
性状

分高较大
，
不宜作为实生薯群体利用

，

应选

比性状分离小的杂交组台
，

生产杂交种子以

供实生薯群体利用
。

如中原地区的安徽省界

首县和河南省郑州市邓
，
在功年代中期

，
以

“

白头翁 � 卡它丁
”
等余交种子生产实生薯

，

在留种过程中结合单株系选和混选
，

实现了

就地留种
，

该两地曾一皮成为中原地区的种

薯基地
。

��� 户交系间杂种光势爪利 用
�
以 �

’

扩劝。 ，��。 ，，�
栽涪品种

。

反不加
， 〔������ 、

“
燕子

” ����，� �����
、 “

乡子白
” ����

�

二��
、 “

爱德加 ���。
比����

、

等 为 基 础材

料
，
己选 育出 丁代以上 芯�丈击交系上千份

。

用祈型栽培种 �万 。 。 一

翻乙。 ，
泌二的 与 普通

栽培种的自交系
�一

忍制成单丈 神
，
选出了杂种

优势强
、

性状分离枚小
�

方近东 种 间 杂 交组

合
。

口前
，
已�坦育公只叹 �主

，、 ��子�
，、

克日
。
等

单交种
，
正在西南月

‘

匡迸 衍生产示范
。

����红 配子的利用
�

以 二倍体种中具

��� �� 配子的花粉�戈卵子作父本或 母本
，

与四倍体普通栽培神
，�叫戈场品 种 按 �二 � ��

或 �二 义 �� 等方式杂交
，

即可获得比普通栽

培种品种间杂交种子性状益齐度高得多的并

﹁�，﹁卜

一
、

件
�



�烤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具有杂种优势强的杂交种子
。
我国于����年

开始研乖如娜午蒯用
，
但所配制的杂交种

资舞纂炸乖病性差
，

尚需对产生 ��� “ ” 配

斋钓二倍体种亲本进行抗病性筛选
，
以进一

步提高��配子的利用价值
。

目前
，
已筛选出

一批抗病性较强的�
�配子材料

，

并配制了杂

交组合在生产上进行鉴定
。

�
�

栽培

��� 育亩移栽
�

采用种子处理 �化学药

物和物理方法�
、

适时播种
、

盖膜或阳畦育

苗
、

带土移栽
、

分期多次培土以及栽培精细

管理等措施
，

每亩可收获实生薯 ��������

公斤
。

��� 直播
�

采用种子处理
、

精细整地
、

适时播种
、

播深适宜
、

薄覆马粪
、

适时间苗

补亩
、

加强 田间管理等措施
，
在内蒙古和西

一

南试种成功
，

每亩可收获实生 薯 ����公 斤

左右
。

直播的优点是成本低
，
退 化 和 病 害

轻
，

便于
‘
弯理

。

���高产栽培
�

高产栽培试验大多在西

南高山地区开展
，

采用优质实 生 种 薯
、

高

垅栽靖
、

集中施肥
、

分期多次栽土
、

加强病

虫害防治等借施
，

平均每亩产量 高 达 ����

公斤
。

�
�

留种
、

保种和 决繁体系

���
“
克疫

”
实生种子提纯复壮

�

乌盟

农科所从����年开始对
“
克疫

”
原种经组织

培养脱毒
，
切段繁殖脱毒苗以提纯复壮

，

现

已采到纯度较高的实生种子
，
正在西南布点

观察鉴定
。

��� 保种措施
�

在实生种子采种田和实

生薯种田内采取整薯描种
、

喷药防蚜
、

拔除

病株 �包括退化株�
、

空间附离
、

调节播期

和收获期等措施
，

具有保种效果
，

并已在 良

繁体系中推广应用
。

�二�实生种子 �薯�利用在科研和生

产上存在的问题

马铃薯实生种子 �薯�利用的研究和推

广在��年代已取得较大进展
，
但��年代进展

缓慢
，

生产上种植面积也有所减少
。

究其原

因
，
初步认为在科研和生产上存在如下儿个

方面的问题
。

�
�

种质资源贫乏
�

当前实生种子 �薯�

在生产上利用对种子所具有的各种性状要求

越来越高
。

如
�

在抗病性方面
，
西南地区不仅

要求抗晚疫病和病毒病
，
而且也要抗青枯病

和癌肿病 � 在北方地区不仅要求抗广泛危害

的一般病毒 �如���
、
���等�

，
而且也要

抗 ����� 在性状分离方面要求地上部和地

下部主要性状都要整齐一致 � 在品质方面不

仅妥食用品质好
，
也要加工品质好 � 在熟性

上不仅要求晚熟而且也要求适合二季作区早

熟 � 在产量上一
、

二季作区都要求每亩不低

于����公斤
。

对这些性状的要求
，

仅 以现有

的 �
�

�����。 �。 ，的基因库很难满足
。

�
�

良繁体系不健全
，

难以生产质量高

的实生种子和实生种薯
�

实生种子 �薯�的

利用与脱毒薯生产进行比较
，
虽然脱毒薯生

产成本较高
，

但在生产上发展较快
，
一条重

要的经验就是有良繁休系作保证生产出合格

的健康种薯
。

而实生种子和实生种薯生产缺

乏相应的良繁体系
，
不泌生产出纯度高灼实

生种子和高质量的实生种薯
，
致使生产上又

到一定影响
。

�
�

全国协作组已经解体
� 了�年代建立

起来的
“
马铃薯实生薯选用及 自交系选育

”

科研课题协作组
，

��多年来曾经对推动全�』
马铃薯实生种子�薯�利用的研究和推广起了

积极的作用
，

但由于����年全国马铃薯育种

及 良种繁育攻关课题组成立
，

该协作组即宣

告解散
，
无疑对全国马铃薯实生种子 �沙�

利用的研究和推广板为不利
。

�
�

研究人员很少
，

科研经费奇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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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

马铃薯实生种子 �薯�在

生产上利用的前景及对今后

科研和生产的建议

�一�马铃薯实生种子 �薯�在生产上

利用的前景

马铃薯实生种子 �薯�的利用作为一项

就地留种措施
，

其增产效果显著
，
而且还能

解决传统栽培所带来的一系列生产问题
，

尤

其适于留种困难的地区 �如边远 山区及中原

二季作及南方三季作区�马铃 薯 生 产 的发

展
，
应大力提倡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过

去在实生薯利用上出现的性状分离问题
，
由

于��配子的利用等新技术的引进
，
已逐步得

到解决
，
从而使留种过程中繁琐的选种程序

大大简化
。

可以预言
，
在不久的将来

，
马铃

薯实生种子在生产上利用将会有个较大的发

展
。

现分区提出今后发展的设想
。

�
�

西南一
、

二季混作区
�

此 区 的 四

川
、

云南两省一季作山区
，
至今仍为我国实

生薯主产区
，

种植面积尚有��多万亩
。

但 目

前因实生种子供应困难
，

扩大栽培面积受到

一定限制
，

对实生种子妥求迫切
。

根据调查

了解
，

实生种子达到如下指标
，

在西南一季

作山区作为粮用薯全部实现实生薯化是有可

能的
。

这些指标是
�

抗晚疫病
、

癌肿病
、

青

枯病
、

病毒病�主妥是 戈
、

�和卷叶病毒�
，

其它经济性状基本不分离
，

极晚熟
、

抗涝
、

品质好
，

亩产����公斤以上
。

�
�

中原二季作区及南方三季作区
�

这

两区种植面积虽不大
，
但作为城镇郊区蔬菜

生产具有重妥地位
。

因该两区气温较高
，
马

铃薯极易退化
，

每年需从遥远的北方调种
，

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

而且易造成种薯腐

烂和传入各种病害
，
巫需实现就地留种

。

因

此
，

中原及南方各省区特别是大都市及城镇

郊区采用实生种子生产菜用马铃薯
，
有��年

代安徽界首及河南郑州两地的成功经验
，
实

现就地留种是完全可能的
。

根据本二区的特

点
，
实生种子需要有如下一些特性

�

抗晚疫

病
、

青枯病
、

病毒病�主要是 �
、

�病毒�
，

主要经济性状基本不分离
，

早熟
，
亩产����

公斤以上
。

�� 北方一季作区
�

此区为我国马铃薯

主产区
�

其播种面积约占全国二分之一
，
科

技力量雄厚
，
育成的新品种较多

，

生产水平

也较高
。

黑龙江和内蒙古历来是全国种薯基

地
。

因此
，

对品种要求严格
，
生产上的种种

问题可通过新品种培育及其脱毒种薯生产来

解决
。

然而
，
实生薯因淀粉和干物质含量较

高
，

且生产成本较低
，
虽在皮色

、

薯性等性

状上有所分离
，
但仍可作为淀粉及全粉的加

工原料
。

因此
，
建议在本区建立加工原料生

产基地
，
以生产作为淀粉及全粉的加工原料

用薯
，
大部分由实生薯提供

。

为此
，
要求实

生种子达到
�

淀粉含量���以上或干物质含

量���以上
，
还原糖�

�

��以下 �全粉�
，
抗

卷叶
、
�病毒及 ����

，
抗晚疫病

、

黑胫

病
，
亩产����公斤以上

。

此外
，
本区留种困

难的地区 �如内蒙古河套地区�
，

也可 推 行

实生种子生产实生种薯
，

实现就地留种
。

�二�对今后科研和生产的建议

为实现上述设想
，

对今后实生种子 �薯�

利用的科研和生产提出如下建议
，

供参考
。

�
�

已有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 “
克疫

”
实生种子再推广

�

在新的

实生种子未育成前
，
西南山区仍然迫切需要

“
克疫

”
实生种子

。

乌盟农科所已对该原种

提纯复壮
，
应尽快鉴定投入生 产

，
以 应 急

需
。

其它各种性状超过
“
克疫

”
的天然和杂

交实生种子
，
也可酌情推广

。

���推广种子包衣
�

实生种 子 进 行 包

衣
，
无论对育苗移栽或直播均有重要作用

，

可将各种肥料
、

生长素
、

防虫药剂等集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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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中衡傲促进出苗和实生苗的生长发育

。

��
�

牟代乌盟所曾开展这方面的试验
，
后因故中

�

断认应尽快确定配方
，
以使包衣 种 子 商 品

化
，
供生产上急需

。

��� 选育新的实生种子
�

从国外引进新

的种质资源
，
从中筛选适于各种选育目标的

具�” 配子的二倍体种
，

与四倍体栽培种进行

单交
、

双交或三交
，

尽快选育适于各种需要

的性状基本不分离的抗病高产的实生种子
，

从满足生产上的需要
。

��� 研究增产栽培技术措施
�
实生薯栽

培尚属新课题
，
应调动人力

、

物力
，
加强其

栽培技术的研究
�

根据当地条件
，

在生产上

推广应用
。

��� 建立良繁体系
�

在不同产区分别建

立采种和实生种薯生产两套繁育体系
，

并在

繁育过程中
，
严格实施上述各种保种措施

，

从提高实生种子 �薯�的纯度和质量
。

�� 引迸国外种质资源和先进技术

�功 种质资沉的引迸
�

尽快从国外引进

上述急需的种质资源
，

集中保存
，

分工协作

筛选
，
以供育种需妥

。

另外
，

为了加速利用

三��配子选育实生种子的进程
，

除了我国自己

选育外
，

还应从国外引进优 良的 ���
配 子 材

卜卜
。

���先进技术的引进
�

从国际马铃薯中

合及美�』
、

荷兰等国引进之�配
一

子的倍性操作

皮术以及无融合生谊等技术
，
以提高实生种

予的育种水平
。

��� 仪器设备的引进
�

从国外引进显微

浅术仪器设备
，
育种 有关仪器设备以及生理

主化快速测定仪器
、

加工设备
，

以改善试验

手段
，

提高科研水平
。

此外
�

为实现上述设想
，

除应用现有科

笋技术并从国外引进种质资源和技术外
，

还

要加强科研和推广力量
，

增加科研经费
，

恢

复协作组活动
，
制订长期科研计划

，
开设种

质资源利用
、
��配子利用

、

增产栽培技术以

及留种等科研课题
，

并加强 良繁体系的建立

和技术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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