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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铃薯高产优质生理特性研究》分为马铃薯育种篇、马铃薯栽培生理篇和青海省马铃薯产业化3篇
，共13章。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青海省马铃薯的概况及历史；第二章至第五章为马铃薯育种篇；第六章至第十
二章为马铃薯栽培生理篇；第十三章为青海省马铃薯产业化相关内容。
《马铃薯高产优质生理特性研究》是一本涉及作物育种、耕作栽培、生理生化、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等各个方面的实用教材，可供马铃薯科研、教学、生产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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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成，男，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9月生于陕西杨陵，1978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青海省农科院研
究员，青海大学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国作
物学会理事。
一直从事马铃薯育种、栽培、推广等研究工作，育成了青薯系列品种10个，其中3个品种获国家级品种
审定，3个品种获国家品种“后补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三等奖2项；获青海省青年科技奖一项，获国家科委“振华科技扶贫奖”一项。
共发表论文60多篇，优秀论文10篇。
 田丰，男，1963年3月出生，陕西渭南人，1984年6月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青海大学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帅。
中国农学会会员。
主持完成市级科研项目2项，校级教研项目1项，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1项，市级
科研项目2项，省级科技成果5项。
获西宁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校级教学项目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论文一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论文
二等奖3项，获青海大学“我心中的好教师”荣誉奖。
合著专著1部，参编教材1部，参编专业书籍1部，取得药材种植国家级专利1项，编写地方标准2部，发
表专业论文3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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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选择具有双亲突出的优良性状，要优点多、缺点少，并且优缺点互补 切记勿选配
双亲有共同缺点的组合。
在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品种也是如此。
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有的表现单产，有的表现抗病，有的早熟，有的晚熟等，在确定杂交组合时，一
定要综合其各品种的特征特性，具体加以分析，配制一个符合当前生产要求的最优组合，让品种发挥
更大的潜力和优势。
近年来，我们确定的杂交亲本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生产中有一定地位的，它们都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上占
着较强的优势，所以，配制的组合如高原7号×Desiree，高原七号×卡塔丁，辐深×Desiree等，表现抗
病、生长势强，生产潜力大，产量不仅超过双亲，而且比对照品种高原8号增产30%以上。
 2.选择双亲优良性状遗传力强的作亲本材料 有的品种虽性状好，但它对后代的遗传有着一定的保守性
，它的某些优良性状不易传给后代，因此，在确定亲本组合时，要考虑到亲本材料遗传性的强弱，选
择双亲具有单产、抗病、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作亲本，使新产生的后代材料更加优于双亲。
从20世纪80年代实生苗组合看，用高原7号和Desiree作亲本，其后代产量表现最高，单株产量达2k9以
上，证明该组合单产性能好，杂种优势强，从块茎颜色看，母本是白皮，父本是红皮，经统计，后代
的表现为红皮57.17%，中间型黄皮35.71%，白皮为7.14%，从而说明父本Desiree品种的遗传力强，是作
杂交亲本的好材料。
总之，应通过实践，对品种的特征特性熟练掌握，达到更好的应用之目的。
 3.根据马铃薯花粉的育性确定亲本组合 与杂交亲本的确定有着密切关系的是马铃薯的开花习性。
如果对杂交亲本的开花习性，以及花粉粒的多少，花粉萌发率的高低等性状了解不够，那么所配制的
杂交组合，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利情况，给杂交工作带来影响，据观察，马铃薯的开花有以下几种
情况。
 （1）不能形成花器的。
如近年种植的斯互布，根本就不现蕾开花，这是本身的生理特性决定的。
据观察，一般这类品种属单产类型，地上部不形成花器，不结天然果，自然就消耗的养分少，大量的
养分最终集于地下部一块茎，想利用此品种进行杂交则非常困难。
 （2）早起落蕾。
即不等开花就落蕾，其原因有：①干旱缺肥造成的；②自身的生理形状造成的；③不能自行开花而脱
落，或开花后未及时授粉而脱落，如深眼窝品种，现蕾后如不及时喷“九二零”刺激开花，不但不开
花，而且很快脱落。
 （3）早期落花。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品种自身的生理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环境条件不适宜而造成的。
如果环境不适宜，花柄与花蕾之间就形成离层，就会产生落花、落蕾现象。
如果人工附加一些必要的措施，如喷生长刺激素、涂抹萘乙酸、及时授粉等，则可避免脱落。
 （4）开花正常但花粉无效。
经观察与测定，抗疫白、高原7号、高原8号、高原3号、高原4号等品种虽花器构造正常，但花粉量少
，并且花粉萌发率特低，均在10%以下，这些品种只适于作母本，用它们作父本一般着果率极低或无
。
另有深眼窝品种，虽经刺激可以开花，但雌蕊败育，根本就无花粉，因此，用要作母本时不需去雄，
可直接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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