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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Potato is the third largest food crop after maize and rice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potato indust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illars in agriculture sector that highly supports farmers' income in underprivileged areas and developing

plateau-like agriculture. A variety comparison test was conducted to optimize the variet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51 potato varieties, developed by the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Deh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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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作为云南省仅次于玉米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其产业是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业发

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为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和产业布局，采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自主选育的51个马铃薯品种作为试验材

料，在云南省马铃薯冬作代表区域德宏自治州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分析种薯在不同处理方式下打破休眠对出苗及产量的影

响，并分析农艺性状之间的相关性。试验采用二因素条区试验设计。A因素为品种，51个品种依据其相应特性分成5组，即

示范组、加工组、冬作组、大春组和特色组；B因素为种薯处理方式，分为3种方法，即种薯在室温下自然打破休眠、使用

1%硫脲 + 20 mg/L GA3浸泡 30 min催芽打破休眠和收获后放入 4~6℃冷库自然打破休眠。运用主成分分析和隶属函数分析

进行农艺性状与产量综合评价。3种不同处理方式间马铃薯产量差异极显著（F = 9.713，P < 0.001），不同分组之间的产量差异也

极显著（F = 17.134，P < 0.001）。苗势与长势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苗势与单株结薯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单株产量、

大薯率、块茎大小以及商品薯率4个性状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而长势与收获成熟度之间存在极显著负相关。在综合评价

中，‘云薯902’（综合得分Y = 0.850）和‘云薯108’（综合得分Y = 0.608）获得较高得分，‘云薯506’（综合得分Y = 0.010）和‘云

薯401’（综合得分Y = -0.011）获得中等得分，‘云薯103’（综合得分Y = -0.905）和‘云薯701’（综合得分Y = -0.964）得分较低。

试验分析了在特定条件下51个马铃薯品种的表现差异，有助于优化品种选择和种植管理策略，为进一步优化马铃薯区域品种布

局结构，加速新品种更新换代，提升云南省马铃薯主产区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实际种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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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粮、菜、饲兼

用[1]，在云南省是仅次于玉米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

作物，种植广泛并形成周年生产的特点[2,3]。当前，

马铃薯产业已成为促进云南省部分贫困地区农民增

收和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之一[4,5]。

但其品种更新换代慢、市场竞争力严重不足等问题

也亟待解决[6-9]。挑选优良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和品种综合评价，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最行之有效

的措施。

品种比较和品种综合评价是结合田间调查和数

学分析对品种的农艺性状、产量性状、适应能力等

方面的综合表现进行系统评价，能深入了解不同品

种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差异，并探索其对于特定因

素或处理的响应，对理解品种适应性、指导品种选

择、发现优质品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许

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品种比较试验选出一批既高产优

质又适应当地气候的优良品种。在国外，Filippova
等[10]确定了最适合俄罗斯Volga-Vyatka地区土壤和

气候的马铃薯品种；Islam等[11]通过比较韩国选育

的32个马铃薯品种，选出其中的高产优质品种；另

外，Sood等[12]、Tessema等[13]、Ayimbire[14]等也通过

品种比较筛选出适应印度、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

亚等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在国内，品种比较试验应

用更为广泛，王鹏等[15]对 22个马铃薯品种进行综

合评价，选出‘宣薯5号’等优良品种；王慧杰等[16]、

尼玛卓嘎等[17]、王乾等[18]、蒋彤晖等[19]、相丛超

等[20]、闫雷等[21]、周瑞和付梅[22]、吴琪滢等[23]在山

西、西藏、甘肃、湖北、河北、山东等省（自治区）

通过品种比较筛选出适应当地种植的马铃薯品种。

在云南省，虽然针对马铃薯品种的比较研究很多，

representative region for winter potato cultiv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The effects on seedling emergence and yield of

various dormancy breaking methods for seed tubers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gronomic traits were

analyzed. A two- factor strip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factors A and B was adopted, referring to the variety and to the

treatment method for seed tubers. Fifty- one varietie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i.e.

demonstration group (A1), processing group (A2), winter cropping group (A3), spring cropping group (A4), and specialty

group (A5). Three types of seed tuber treatment methods were used for dormancy breaking, i.e. room temperature

storage, chemical sprouting (soaked with 1% thiourea + 20 mg/L GA3 for 30 min), and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4-6℃).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membership funct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The results showed a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otato yield caused by three different potato

treatments (F = 9.713, P < 0.001), and the yield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variety groups was also highly significant (F =

17.134, P < 0.001). Further,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a high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edling vigor

and growth vigor,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edling vigor and tuber number per plant, as well as

high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four traits, yield per plant, large tuber percentage, tuber size, and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However, there was a high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rowth vigor and

harvest maturity.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wo potato varieties, 'Yunshu 902' and 'Yunshu 108',

achieved high comprehensive scores, with scores of 0.850 and 0.608, respectively, while 'Yunshu 506' and 'Yunshu 401'

achieved medium scores, with scores of 0.010 and - 0.011, respectively. The lower scores belong to 'Yunshu 103' and

'Yunshu 701', which were -0.905 and -0.964, respectively. An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51 potato varietie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were conducted, which helps to optimize variety selection and plant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study provides a practical planting basis not only for further optimizing regional potato variety layout struc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renewal of new varieties, but also for enhanc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 main potato production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Key Words: potato; variety comparison; yield; membership func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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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系统评价及综合筛选的研究少见报道。因此，本

研究以云南省自主选育的 51个马铃薯新品种为试

验材料，在以德宏自治州为典型代表的冬作区开展

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对这 51个马铃薯种薯分别

进行药剂催芽、室温贮藏以及低温冷藏处理，并进

行综合评价，以期筛选出适宜在该区域推广种植的

不同用途马铃薯优良品种，为进一步优化马铃薯区

域品种布局结构、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和提高云南

省马铃薯主产区市场竞争力提供种植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及供试材料

试验于2022~2023年在德宏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芒市）试验基地进行，试验期间温湿度见图1。土

壤类型为沙壤土，地力较为良好，底肥施用两种复

合肥和有机肥。一种复合肥（N：P2O5：K2O = 15：10：22）
施用 120 kg/667m2，另一种复合肥（N：P2O5：K2O =
13：8：15）施用40 kg/667m2，有机肥施用200 kg/667m2。

试验所用 51份马铃薯材料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马铃薯中心多年选育的云薯系列

品种（表1），大部分品种已通过国家或省级新品种

审定或登记，其余品种已经通过区域试验或多点试

验，进入新品种登记流程。种薯级别为原原种（按

照NY/T 2716—2015标准[24]去除不合格种薯后随机

挑选种薯），高度保持了该品种的特征特性。

1.2 试验设计

试验均采用条区试验设计。A因素为不同品

种；B因素为种薯的不同处理方式[在室温下正常

通过休眠（B1）、使用 1%硫脲 + 20 mg/L GA3浸泡

30 min催芽[25]通过休眠（B2）、收获后放入 4~6℃冷

库，在播种前 1个月取出（B3）]，试验种薯均为

2022年7月收获，按照不同试验处理方式分别存放，

通过休眠后于11月15日播种。3次重复，每小区16
株（大垄双行，1 m × 2.5 m = 2.5 m2）。51个品种依

据其相应特性分成5组。示范组（A1）：推广示范中

表现极好的品种；加工组（A2）：淀粉加工型和薯

片加工型品种；冬作组（A3）：冬作表现较好的品

种；大春组（A4）：更适应大春条件的品种；特色

组（A5）：彩色皮肉及较有特点的品种。每组 8~12
个品种（表2）。

图1 试验所在地试验期间温度和湿度情况

Figure 1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t experimental site dur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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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1个马铃薯品种的分组情况

Table 2 Groups derived from 51 potato varieties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示范组（A1）
Demonstration group
云薯801
云薯608
云薯606
云薯108
云薯401
云薯107
云薯116
云薯702
云薯305
云薯505
云薯902

加工组（A2）
Processing group
云薯201
云薯202
云薯203
云薯205
云薯301
云薯303
云薯304
云薯306

冬作组（A3）
Winter cropping group
云薯501
云薯502
云薯503
云薯504
云薯506
云薯507
云薯508
云薯901
云薯903
云薯904

大春组（A4）
Spring cropping group
云薯102
云薯103
云薯104
云薯105
云薯109
云薯110
云薯111
云薯112
云薯113
云薯114
云薯115
云薯117

特色组（A5）
Specialty group
云薯601
云薯602
云薯603
云薯604
云薯605
云薯607
云薯701
云薯703
云薯101
云薯802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品种

Variety
云薯 101
云薯 102
云薯 103
云薯 104
云薯 105
云薯 107
云薯 108
云薯 109
云薯 110
云薯 111
云薯 112
云薯 113
云薯 114
云薯 115
云薯 116
云薯 117
云薯 201
云薯 202
云薯 203
云薯 205
云薯 301
云薯 303
云薯 304
云薯 305
云薯 306
云薯 401

审定信息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information
国审薯2008003
滇审马铃薯200701号
国审薯2010006
滇审马铃薯2016007号
国审薯2015006
滇审马铃薯2016009号
GPD马铃薯（2021）530114
GPD马铃薯（2021）530115
进入登记流程

GPD马铃薯（2021）530019
GPD马铃薯（2021）530020
GPD马铃薯（2021）530021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国审薯2008004
滇审马铃薯2013001号
滇特（昭通）审马铃薯2012001号
滇审马铃薯2016011号
滇审马铃薯200702号
滇审马铃薯2012004号
滇审马铃薯2016019号
滇审马铃薯2016017号
粤审薯20160007号
滇审马铃薯2014001号

序号

No.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品种

Variety
云薯 501
云薯 502
云薯 503
云薯 504
云薯 505
云薯 506
云薯 507
云薯 508
云薯 601
云薯 602
云薯 603
云薯 604
云薯 605
云薯 606
云薯 607
云薯 608
云薯 701
云薯 702
云薯 703
云薯 801
云薯 802
云薯 901
云薯 902
云薯 903
云薯 904

审定信息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information
滇特（昆明）审马铃薯200501号
滇特（普洱）审马铃薯2011002号
滇特（文山）审马铃薯2008001号
进入登记流程

滇特（德宏）审马铃薯2011004号
滇特（德宏）审马铃薯2012005号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滇审马铃薯2009001号
CNA20100903.3
滇审马铃薯2014002号
CNA20110101.1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CNA20141583.3
滇特（昭通）审马铃薯2012003号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滇特（曲靖）审马铃薯2014001号
进入登记流程

粤审薯2015001号
滇审马铃薯2016018号
进入登记流程

进入登记流程

表1 51个马铃薯品种名称及登记和审定信息

Table 1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information of 51 potato varieties 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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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测定内容与方法

播种后，调查并记录马铃薯生育期间温湿度

及性状指标。

（1）播种期：播种的日期；

（2）出苗期：隔1 d调查1次，出苗达到75%的

日期，作为出苗期；

（3）出苗株数：播种20 d后，每隔1 d调查1次，

直至全部出苗；

（4）苗势：9级制，级数越大苗势越强；

（5）长势：9级制，级数越大长势越强；

（6）收获成熟度：9级制，级数越大越早熟。

除此以外，有 75%品种进入成熟期时进行收

获，参照品种比较试验要求调查块茎指标。（1）测

定大中小薯数量、质量及缺陷品质鉴定（空心和褐

斑率）；（2）块茎大小得分以及块茎形状整齐度得分

（9级制），并计算商品薯率[26]。商品薯率（%）=
m大薯 +m中薯

m总

× 100
，式中，m代表质量。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对51份材料调查数

据进行整理计算，利用Origin Pro 2021软件进行图

表绘制，用SPSS 2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组别及不同处理种薯出苗差异

从出苗的整体情况来看（图2），示范组、加工

组、冬作组、大春组和特色组 5个组的 51个马铃

薯品种中，出苗期呈现的趋势一致，为B2＞B1＞
B3，说明药剂催芽后对出苗都有促进作用，而低

温贮藏能延迟其出苗期。

A1 A2 A3 A4 A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B1 B2 B3

出
苗

期
 E

me
rg

en
ce

 s
ta

ge
(D

ay
s)

注：A1、A2、A3、A4及A5分别表示示范组、加工组、冬作组、大春组和特色组，B1、B2和B3表示室温贮藏、药剂催芽和低温冷藏

3种处理。误差线为标准差（SD）。下同。

Note: A1, A2, A3, A4 and A5 represent the demonstration group, processing group, winter cropping group, spring cropping group and specialty
group, and B1, B2 and B3 represent room temperature storage, chemical sprouting and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The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 The same below.

图2 51个马铃薯品种在3种处理下的出苗期变化箱式图

Figure 2 Box-plot of changes in emergence date of 51 potato varieties under three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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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组别及不同种薯处理间产量差异分析

不同组别及不同处理间的产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3种处理间产量差异极显著（F = 9.713，P <
0.001），说明催芽或低温贮藏缩短或延长休眠会对

产量产生极显著影响。药剂催芽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产量，而低温贮藏能提高产量（图 3）。5个组

之间的产量也存在极显著差异（F =17.134，P <
0.001）；组别和处理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754，
P = 0.084），表明不同组别与不同处理方式的交互作

用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不显著（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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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艺性状相关性

对调查的部分农艺性状进行相关性分析（表4）。
苗势与长势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苗势好的品

种，其长势更好；长势与收获成熟度之间极显著负

相关，说明长势好的品种，收获时块茎越不成熟；

苗势与单株结薯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幼苗生长

情况会影响结薯数；单株产量、大薯率、块茎大

小和商品薯率4个性状之间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单

株产量高的品种，其大薯率、商品薯率等也越高。

2.4 51个马铃薯品种农艺性状因子分析及隶属函

数综合评价

2.4.1 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

由表 5可知，KMO（Kaiser-Meyer-Olkin）值为

0.661，大于临界值 0.6，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结果显示，P<0.001，小于

0.05，也说明选取的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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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7.134
9.713
1.754

P

<0.001
<0.001
0.084

表3 不同种薯处理产量方差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seed potato yiel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注：图中A为不同种薯处理方式对马铃薯块茎产量影响的柱形图。A1~A5为在不同组别下种薯处理方式对马铃薯块茎产量影响的箱

式图。

Note: A is a histogram show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eed potato treatment methods on potato tuber yield. A1-A5 are box-plots showing the effects of
seed potato treatment methods on potato tuber yield in different groups.

图3 51个马铃薯品种在3种种薯处理下的产量变化

Figure 3 Yield changes of 51 potato varieties under three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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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公因子提取

由表 6可知，前 5个公因子解释了全部方差的

88.043%，说明提取的 5个公因子能够代表原来

14个衡量马铃薯性状和产量指标的88.043%。表明

数据信息损失少，可以较好的解释初始数据，故提

取5个公因子：Y1、Y2、Y3、Y4、Y5。
2.4.3 综合评价

根据因子得分模型按照方差贡献率提取出5个
公因子：Y1、Y2、Y3、Y4、Y5，将各个因子与 SPSS
软件输出的成分得分系数与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

求和，得到 51个马铃薯品种产量及相关性状综合

得分（表7），表中5个因子只列出贡献率最大的Y1、
Y2，但综合得分Y为 5个因子共同计算的结果。得

分排名结果显示，‘云薯902’（综合得分Y = 0.850）、
‘云薯108’（综合得分Y = 0.608）得分较高；‘云薯506
’（综合得分Y = 0.010）、‘云薯401’（综合得分Y = -
0.011）得分中等；‘云薯 103’（综合得分 Y = -
0.905）、‘云薯 701’（综合得分 Y = -0.964）得分较

低；其他品种得分在他们之间。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KMO sampling suitability quantity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Bartlett's sphericity test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661

788.896
91
<0.001

性状
Trait

出苗率
Emergence
percentage
苗势
Seedling vigor
长势
Growth vigor
收获成熟度
Harvest maturity
单株结薯数
Tuber number per
plant
单株产量
Yield per plant
大薯率
Large tuber
percentage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块茎大小
Tuber size
块茎形状整齐度
Tuber shape
uniformity

出苗期
Emergence
date
0.273

0.165
0.119
-0.100
-0.060

-0.010
0.247

0.262

0.186
-0.030

出苗率
Emergence
percentage

0.166
0.091
-0.030
-0.250

-0.260
0.113

0.207

0.145
0.167

苗势
Seedling
vigor

0.778**
-0.240
0.321*

-0.050
-0.010

0.099

-0.190
-0.100

长势
Growth
vigor

-0.413**
0.169

-0.140
-0.060

0.172

-0.200
-0.110

收获成熟度
Harvest
maturity

-0.160

0.151
0.145

-0.120

0.184
0.217

单株结薯数
Tuber number
per plant

0.426**
-0.100

-0.030

-0.060
-0.050

单株产量
Yield per
plant

0.631**

0.453**

0.681**
-0.003

大薯率
Large tuber
percentage

0.653**

0.767**
0.119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0.467**
0.154

块茎大小
Tuber size

0.083

表5 51个马铃薯品种的农艺性状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

Table 5 Adaptability test of agronomic trait factor
analysis for 51 potato varieties

表4 51个马铃薯品种农艺性状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 of agronomic traits among 51 potato varieties

注：*和**分别表示在0.05和0.01水平显著。

Note: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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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产量及相关性状综合得分

Table 7 Comprehensive score of production and related traits

成分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初始特征值

Initial eigenvalue
总计

Total
5.710
2.161
1.790
1.505
1.159
0.499
0.447
0.279
0.180
0.138
0.072
0.035
0.015
0.009

方差百分比

Variance percentage
40.785
15.436
12.788
10.753
8.281
3.567
3.195
1.989
1.287
0.985
0.511
0.253
0.105
0.064

累积（%）
Cumulative
40.785
56.221
69.009
79.761
88.043
91.610
94.805
96.795
98.081
99.067
99.578
99.831
99.936
100

提取载荷平方和

Extract sum of squares of load
总计

Total
5.710
2.161
1.790
1.505
1.159

方差百分比

Variance percentage
40.785
15.436
12.788
10.753
8.281

累积（%）
Cumulative
40.785
56.221
69.009
79.761
88.043

旋转载荷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of rotational load
总计

Total
4.104
2.478
2.327
1.825
1.591

方差百分比

Variance percentage
29.317
17.700
16.620
13.038
11.367

累积（%）
Cumulative
29.317
47.017
63.637
76.676
88.043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品种

Variety
云薯902
云薯108
云薯605
云薯703
云薯901
云薯607
云薯116
云薯606
云薯602
云薯802
云薯608
云薯507
云薯117
云薯508
云薯904
云薯203
云薯601
云薯801
云薯505
云薯903
云薯604
云薯504
云薯301
云薯502
云薯110
云薯506

Y1

1.030
2.126
0.331
1.006
1.575
-0.932
1.276
1.689
0.237
0.273
1.447
0.243
-0.045
2.239
0.055
-0.525
0.558
0.255
0.625
0.688
0.661
0.845
-1.477
0.701
0.292
0.423

Y2

0.941
-0.879
0.757
-1.343
1.064
2.211
0.760
-0.024
1.391
1.833
0.251
1.078
0.596
-0.943
0.271
-0.337
-0.235
-0.481
-0.883
1.491
0.421
-0.891
1.350
0.599
0.932
-0.636

Y

0.850
0.608
0.539
0.509
0.500
0.489
0.475
0.462
0.450
0.439
0.385
0.351
0.330
0.329
0.315
0.276
0.264
0.248
0.244
0.221
0.215
0.209
0.176
0.048
0.012
0.010

序号

No.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品种

Variety
云薯401
云薯305
云薯304
云薯114
云薯105
云薯115
云薯109
云薯104
云薯102
云薯201
云薯107
云薯603
云薯205
云薯503
云薯303
云薯306
云薯111
云薯112
云薯101
云薯702
云薯202
云薯113
云薯501
云薯103
云薯701

Y1

-0.465
0.299
-1.137
0.836
-0.429
0.560
-1.103
0.251
-1.051
-0.369
-0.423
-0.975
-1.158
-1.114
-2.270
0.520
-0.224
-1.036
-0.437
-0.445
-0.973
-0.904
-0.606
-1.734
-1.209

Y2

0.629
0.696
0.660
0.250
0.085
-0.742
0.147
0.022
-0.279
-1.582
-0.750
0.110
-0.107
-0.424
1.289
-1.125
-0.653
0.596
-1.594
-0.491
-0.922
0.196
-1.923
-0.798
-2.583

Y

-0.011
-0.075
-0.083
-0.111
-0.135
-0.140
-0.185
-0.221
-0.227
-0.239
-0.241
-0.274
-0.330
-0.361
-0.381
-0.429
-0.433
-0.464
-0.495
-0.520
-0.522
-0.537
-0.668
-0.905
-0.964

表6 农艺性状的总方差解释

Table 6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agronomic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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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自主选育的 51个马铃薯品种是在不同年份和

不同季节选育出来的，在冬作条件下表现如何尚

不清楚。本试验在冬作条件下，对这 51个品种进

行综合评价，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出品种间的差

异，筛选出适合冬作条件、综合表现优良的品种

进行推广，为进一步优化马铃薯区域品种布局结

构，加速品种更新换代，提升云南省马铃薯主产

区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可靠的种植依据。另外，本

研究系统地比较了3种不同种薯的处理方式对马铃

薯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3种处理方式间产量有

极显著的差异。本试验品种的种薯贮藏期比较长，

播种时均通过了休眠，休眠期短的品种种薯已接

近衰老期，故表现出药剂催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产量，而低温贮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但是

示范组并不服从这种规律，可能是因为示范组的

各个品种休眠差异大造成的，关于这些品种的休

眠情况以及休眠期长短是否会对种薯处理造成影

响，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值得注意的

是，低温贮藏可以延长种薯贮藏时间[27]，而药剂催

芽能提前破除休眠[28,29]，这给种植者提供了更多的

种薯处理策略。本研究综合评价的结果显示，在

这51个品种中，‘云薯902’‘云薯108’综合表现较

好，这与王荣芳等[30]、隋启君等[31]、姜波等[32]的试

验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云薯 902’‘云薯 108’是
较为优良的品种，可以进一步推广使用。该研究

结果为马铃薯种植和育种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有助于优化品种选择和种植管理策略，提高农作

物产量和质量，促进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试验虽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 51个马

铃薯品种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补足了前人研究使

用品种较少的短板。但是，本试验也存在一定的

不足之处。首先，本试验目前只进行了一年，受

环境因素影响，可能导致产量等结果不稳定。其

次，研究范围仅限于特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因

此对于其他地区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

可进一步探究不同品种休眠差异的原因以及休眠

的调控机制，为马铃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

多选择。同时，可以扩大试验研究范围，涵盖更

多不同类型的马铃薯品种，更好地了解不同品种

的特性，以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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