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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马铃薯田间再度催病规律研究

王 玉 娥 牛 美 颖 刘 俊 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西宁 81 0 0 1 6)

摘要 脱毒马铃薯投放大田 后 重新感染病毒病
.

其重新稚病的程度
、

速率和 大 田 连 续种植代数
、

海拔高度等密切相关
。

在海拔 20 00 m 左右的地区
,

脱毒薯的有效种植年限至 多为 3 代 ; 当海拔升至

2 4 0 0~ 27 00 m
,

到第 3代时
,

病情指数低于 5%
,

可 保持高产
,

若连续种植 5~ 6 代
,

则病情剧增
,

丰产性

丧失 ;在海拔 28 00 m 的农 区
,

重新感病速率接近 于零
。

因此在高寒农区设 五原种繁殖基地
,

并建立梯

级循环繁种供种体系
,

是保持其高产势能的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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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毒马铃薯用到大田后仍会重新染毒
,

恢复到未脱毒以前的状态
。

确保脱毒马铃薯高产
、

稳产的技术途径众说纷云
。

为此我们开展了脱毒马铃薯田间催病规律的研究
,

旨在为脱毒马铃

薯的合理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l 材料和方法

供试薯种为脱毒的高原 4号和赤褐布尔斑克
。

脱毒原种的代数分别为原种 1代
、

2 代
、

3

代
,

以脱毒后第 6 代为对照
。

大田条件设海拔 2 0 0 0 m
、

2 4 0 0m
、

2 7 0 0 m
、

和 2 8 0 0m 的相对隔离

区和非隔离区
。

在开花期进行病情调查
,

每块地对角线取 5 点
,

每点随机取样 100 株
,

共计调查 50 0 株
,

总

计调查 51 块田
,

25 5个点
,

25 50 0 株
,

统计花叶
、

卷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

记载标准是
: 1级

,

植

株高度和健株相 似
,

个别卷叶有大小不等的黄绿斑
,

质脆易折
; 2 级

,

病株和健株高度相同或

略矮
,

叶片卷成筒状
,

呈花叶和轻微皱纹
,

质脆易折
; 3 级

,

病株矮小
,

叶片皱缩
,

有坏死病斑
,

部

分叶片卷成筒状
,

质脆易折
; 4级

,

病株极矮小
,

全部叶片严重皱缩卷成筒状
,

质脆易折
。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脱毒后大田种植代数与发病的关系

马铃薯病毒病随着种植代数的增加
,

病情趋重
。

据在 2 7 00 m 地区调查
,

高原 4 号连续种

植 4代后
,

块茎内病毒逐年增殖积累
,

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有明显增加 (图 1)
。

尤以花叶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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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
,

发病程度 已接近于当地未脱毒的田块
。

脱毒马铃薯大田种植的代数与再度染病程度呈

函数相关 (图 1 )
,

各地花叶病的发病指数
,

可依

, = 一 o
,

8 4 8 2 e O 5 g s ’

计算
.

(
,
一 0

.

9 8 6 4 )
,

卷叶病

发病指数计算式则为 ;

一
2

.

29 19 。
曰

; 2 5· , : 一

0
.

9 6 19
。

.2 2 自然隔离条件与发病的关系

表 1说明
,

隔离区的脱毒薯种植 1年后
,

卷

叶和花叶病株都是零
,

而在 自然无隔离区
,

花叶

发病率则达 2
.

43 %
,

卷叶发病率为 0
.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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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种植代数和发病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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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隔离条件与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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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海拔高度与发病的关系

调查结果表明
,

大田种植 3代的高原 4 号
,

花叶

和卷叶病株都随海拔高度提高而减少
,

病情指数也

随海拔高度提高而降低
。

花叶病
、

卷叶病的病情指数

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

分析结果 (图 2 )
,

它们之间的关

系式为 夕一 7
.

8 6 3 l e 一 3 2 0 5 , ` , ,
= 一 0

.

9 9 1 4
,

刃< 0
.

0 5 卷

叶病和海拔高度的关 系式为 ; ~ .6 9 4 6 4 e “ ” 3“ B , 尹

- 一 0
.

9 5 2 3
,

, < 0
.

0 5
,

均呈显著负相关
。

植物病毒学

家田波先生证实
:
已感病 毒的种薯种在高海拔的西

藏 日喀则地 区
,

2一 3 年以后
,

植株外部症状大大减

轻
,

在高温地区采用人工降温措施也可以达到减轻

病毒危害的 目的
,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

2
.

4 品种混杂度与发病的关系

表 2调查结果说明
,

田块中有 30 %未脱毒的杂

株比无杂株的田块
,

花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高

7
.

4%和 3
.

3%
,

卷 叶发病率和 病情 指数 分别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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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拔高度与发病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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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4%和 .7 6%
。

表明田间混杂未经脱毒植株
,

会明显增加病毒的交互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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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品种纯度和发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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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种抗性和发病的关系

从表 3 看出
,

品种不同
,

重新染病的速率也不同
,

高原 4号的抗性略强于赤褐布尔斑克
。

表 3 品种感病性和发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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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脱毒马铃薯重新染病的程度和速率与大田种植的代数
、

海拔高度密切相关
。

在海拔 2 4 0 0

m 一 2 7 0 0 m 处连续种植 3代
,

病情指数低于 5%仍可保持稳产高产
。

但连续种植 4~ 5 代后
,

病

势剧增
,

则不适合继续留种
。

而在海拔 2 80 O m 处重新染病速率接近于零
,

是较理想的脱毒原

种繁殖区
。

据此
,

我们认为在相对隔离的高寒农田设置原种繁殖基地
,

每年有计划地向低海拔

地区提供不带毒的原种
,

以确保脱毒马铃薯的稳产丰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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