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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Qualities (starch and reducing sugar contents) of 98 potato germplasm resources were tested, and 20

high starch germplasm materials (starch content ≥ 18.0%) and 39 low reducing sugar germplasm materials (reducing

sugar content ≤ 0.20%) were identified and screened out in order to develop excellent processing potato genotypes and

new varieties. According to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germplasm, the hybrid parents were

selected to make the crosses of high starch × low reducing sugar, in which the cross of "Tianshu 10 × Kexin 17" with a

high frequency of desired genotypes were identified. The contents of starch and reducing sugar, and fried potato chip

colors of 239 progenies in F1 population in the cross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and a batch of genotypes with excellent

traits were identified and selected, including 83 genotypes with starch content ≥ 18.0% , 56 genotypes with reducing

sugar content ≤ 0.20% and 85 genotypes with fried chip color value ≤ 3.0. These excellent genotypes could be used as

parental materials for breeding potato varieties with high starch and low reducing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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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创制优异的加工型马铃薯基因型和新品种，试验对 98份马铃薯种质的块茎品质（淀粉、还原糖含量）进

行检测，鉴定筛选出 20份高淀粉（淀粉含量≥18.0%）种质材料，39份低还原糖（还原糖含量≤0.20%）种质材料。根据种质的

亲缘关系和主要特性进行杂交亲本的选配，配制“高淀粉 ×低还原糖”类型的杂交亲本组合，筛选出后代F1单株表现优异的

炸片高淀粉加工型组合“天薯10号 ×克新17号”。对组合“天薯10号 ×克新17号”后代239份F1群体的淀粉含量、还原糖含

量和炸片色泽进行检测与分析，鉴定筛选出一批具有优良基因型的马铃薯种质材料：83份基因型淀粉含量≥18.0%，56份

基因型还原糖含量 ≤ 0.20%，85份基因型炸片色泽值≤3.0。这些优异的基因型可作为高淀粉和低还原糖马铃薯品种选育的

亲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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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耐寒、耐旱、

耐瘠薄，适应性广，营养丰富，生产周期短，单

产高，加工用途广，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有着明

显的种植优势。马铃薯在稳定粮食生产、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脱贫攻坚，以及促进

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马铃薯

主粮化战略实施中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当前经济

飞速发展，马铃薯已由温饱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

变，不断改善和丰富人们膳食营养结构。随着马铃

薯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马

铃薯深加工利用潜力巨大，主食产品潜在需求不

断被挖掘，市场对淀粉、全粉、薯片和薯条等加

工专用型马铃薯品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马铃薯

主食深加工对品质性状的优质程度有着较高的要

求，因此，马铃薯育种已经从传统单一的高产育

种发展到多种用途选育的品质育种时代。

目前，世界各地已将马铃薯做成饭桌上和休

闲娱乐时的美味佳肴，如馒头、面包、面条、粉

条、粉丝、粉皮、土豆丝、土豆酱、薯片、薯

条、方便食品[1-5]。2015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金黎平研究员提出马铃薯主粮化的核

心在于深加工，而深加工的源头就在于专用型品

种的选育 [6,7]。近二三十年全球变性淀粉生产发展

非常迅速，已能够加工生产出 2 000多种产品，

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由于性能稳定被广泛地运

用于食品、医药、化工、饲料加工、石油钻探、

纺织、造纸等工业中[8-12]。近年来，中国对马铃薯

加工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强，如马铃薯全粉需求量

达 10万 t，精淀粉需求量达 250万 t，薯条需求量

达 40万 t，薯片需求量达 10万 t[13]。加工型马铃薯

的育种要求与普通品种不同，除了要求高产、优

质、多抗、高商品薯率和耐贮藏外，还应满足适

合不同加工工艺所需的特殊性状要求 [14- 17]。炸片

加工型品种的薯形要求呈圆形或者接近圆形，结

薯整齐，重量在 80~350 g，薯皮光滑且较薄，皮

色为乳黄色或黄棕色，芽眼少而浅，薯肉颜色以

白色或者乳白色为宜，通常要求炸条加工型马铃

薯品种干物质含量在 20%~26%，炸片加工型马铃

薯品种干物质含量在 22%~25%，蒸煮加工型马铃

薯干物质含量应高于 21%[18]。油炸加工型品种块

茎内还原糖含量应约为鲜重的 0.1%，上限不宜超

过 0.4%[19]。色泽是评价加工产品质量的首要因

素，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度[20]。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国家马铃薯产业技

术体系的平台支持下，加强交流与合作，先后从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湖北省农业科

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

物研究所、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

院、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陕西省安康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等多所科研机构收集引进主粮化马

铃薯种质资源材料。鉴定评价了这些马铃薯种质

的农艺性状、块茎品质等生物学和生理学特性，

并借助分子标记技术明确了种质材料之间的亲缘

关系 [21]。为了将这些材料充分运用到马铃薯育种

当中，本研究在明确了这些种质材料特征特性及

遗传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杂交亲本选配，进一步筛

选出一批加工性状表现优异的马铃薯材料和优质

抗病的马铃薯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马铃薯种质材料共计 98份（表 1），包括

甘肃省内育成品种 14个，甘肃省外引进种质资源

80份，收集甘肃省天水市地方马铃薯品种4个。

1.2 试验方法

1.2.1 配置杂交组合

试验地设置于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中梁试

验基地，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中梁镇何家湾

村（N 34°36´，E 105°39´），海拔1 650 m，前茬作

物为冬小麦。试验时间为 2020~2022年。2020年
4月 8日将 98份种质资源进行播种，每行 10株，3
行区。行距60 cm，株距33 cm，每小区30株，密

度为 3 333株/667m2，9月 28日收获，10月 20日
进行淀粉和还原糖含量检测。2021年 4月 12日再

次将98份种质材料进行播种，在盛花期根据98份
马铃薯种质资源的不同特性进行杂交亲本的选

配，配制“高淀粉 × 低还原糖”类型的杂交亲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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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 2），通过人工授粉杂交获得实生种子。

2022年经温室育苗获得F1无性一代单株群体，收

获 20 d后取样进行淀粉、还原糖含量和炸片色泽

值检测。

表1 供试马铃薯种质名称及来源

Table 1 Name and source of the tested materials

编号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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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名称

Name
云薯501
农天1号
陇薯8号
B13
鄂马铃薯7号
天薯12号
陇薯7号
蒙薯19号
国外2号
天薯9号
丽薯7号
晋薯11号
云薯103
晋薯15号
天薯11号
中薯5号
中薯17号
天薯10号
克新25号
中薯4号
宁薯15号
秦芋32号
秦芋30号
丽薯10号
鄂马铃薯10号
丽薯12号
东农310
云薯505
中薯21号
晋薯16号
1025
镇薯1号
甘谷红

甘谷紫

五龙洋芋

陇薯10号
云薯506
郑薯6号

来源

Source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

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东北农业大学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甘肃天水农家品种

甘肃天水农家品种

甘肃天水农家品种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编号

Code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名称

Name
青12-9-81
郑薯8号
秦州红

云薯401
云薯202
青薯6号
克新6号
米拉

早大白

大西洋

中薯8号
希森6号
希森5号
陇薯6号
红玫瑰

丽薯6号
延薯4号
肯德

青薯7号
云薯605
虎头

中薯18号
延薯9号
中薯7号
克新22号
中薯19号
延薯8号
鄂马铃薯5号
华恩1号
中薯10号
延薯7号
宣薯5号
川凉薯7号
毕薯2号
延薯10号
中薯3号
庄薯4号
青薯2号

来源

Source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甘肃天水农家品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宣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凉山州西昌农业科学研究所

毕节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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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淀粉含量测定

淀粉含量测定采用苯酚-硫酸法[22]。绘制马铃

薯淀粉标准曲线：准确称取无水葡萄糖 100 mg
（55~56℃真空干燥）于 250 mL烧杯中，加 100~
200 mL蒸馏水，定容于 1 000 mL容量瓶中（或定

容于500 mL容量瓶，再以溶液与蒸馏水1:1体积配

比），则还原糖浓度为 100 µg/mL。分别吸取 0，

0.2，0.4，0.6，0.8，1.0，1.2，1.4和 2.0 mL，各以

蒸馏水补至2.0 mL，后加入6%苯酚1.0 mL、浓硫酸

5.0 mL，摇匀至冷却，室温放置20 min后于490 nm
测吸光度，空白为以 2.0 mL水按同样显色操作

（表3）。最终得到回归方程。

样品淀粉含量测定：随机选取 3个马铃薯块

茎，洗干净、擦干、去皮、切小块，称取 15 g，
加 85%乙醇 100 mL，在粉碎机（耐欧，中国）中捣

碎，置烧杯中，80℃水浴（予英HH-4数显恒温水

浴锅，中国）中提取 20 min，其间摇动数次。以

12 000 r/min离心 10 min，上清液备用。这样做可

抑制淀粉糊化和细菌生长，使还原糖完全浸出，

沉淀蛋白，提取液清亮和存放时间长。取马铃薯

水解液 1 mL稀释 50倍，取 2 mL于试管中，然后

加入 6%苯酚 1.0 mL、浓硫酸 5.0 mL，摇匀冷却，

室温放置 20 min，于 490 nm测吸光度（欧莱博

752N分光光度计，中国）。

续表1

编号

Code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名称

Name
云薯201
冀张薯14号
蒙薯10号
中薯11号
冀张薯8号
陇薯13号
蒙薯17号
郑薯7号
希森3号
天薯13号
陇薯12号

来源

Source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编号

Code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名称

Name
青薯9号
克新17号
费乌瑞它

冀张薯12号
夏坡蒂

农天2号
云薯606
苏兰1号
鄂马铃薯11号
讷薯16号
青薯10号

来源

Source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表2 高淀粉 × 低还原糖杂交组合配制

Table 2 Crosses of high starch × low reducing sugar

组合类型
Combination type
高淀粉 ×低还原糖

High starch × low reducing sugar

组合名称
Combination name
云薯401 ×青薯10号
宣薯5号 ×青薯10号
天薯10号 ×克新17号
定薯4号 ×克新22号
天薯12号 ×蒙薯10号
天薯13号 ×陇薯12号
鄂马铃薯7号 ×天薯13号

表3 各试管标准液和蒸馏水量

Table 3 Standard solution and distilled water of each test tube

项目

Item
淀粉标准液（mL）Starch standard solution
蒸馏水（mL）Distilled water
淀粉含量（µg）Starch content

编号 Code
0
0
2.0
0

1~2
0.2
1.8
20

3~4
0.4
1.6
40

5~6
0.6
1.4
60

7~8
0.8
1.2
80

9~10
1.0
1.0

100

11~12
1.2
0.8

120

13~14
1.4
0.6

140

15~16
1.6
0.4

160

17~18
2.0
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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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水解时，在单糖残基上加 1个水分子，

因而计算时所得的糖量乘以 0.9才为扣除加入水

量后的实际淀粉含量。

淀粉含量（%）= [C×（V/a）×50]/（W×106）×0.9×
100

式中：C为标准曲线查得的淀粉含量（mg）；V
为提取液总量（mL）；a为显色时取液量（mL）；W
为样品重（g）。

1.2.3 还原糖含量测定

还原糖含量测定方法采用 3,5－二硝基水杨酸

比色法 [23]。绘制标准曲线：不加葡萄糖的作为对

照 ， 用 移 液 管 吸 取 0， 0.05， 0.1， 0.2， 0.3，
0.4，0.5，0.6，0.7和 1.0 mL的 0.1%葡萄糖标准

液分别置于试管中，用蒸馏水补充至 1 mL，再加

3,5－二硝基水杨酸溶液1 mL，摇匀，置沸水中煮

5 min，取出后迅速冷却，加蒸馏水至 10 mL，用

未加葡萄糖标准液的试管作为空白调零，分光光

度计在 53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值。以吸光度值

作纵坐标，葡萄糖标准系列中葡萄糖含量（mg）作

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表4）。

样品测定：取马铃薯水解液 1 mL，加 3,5-二
硝基水杨酸溶液1 mL，以下同标准曲线。

还原糖（以葡萄糖计）（%）= [C×（V/a）]/（M×
103）×100

式中： C 为标准曲线方程求得还原糖量

（mg）；V为还原糖提取液的总体积（mL）；a为显

色时取液量（mL）；M为样品重量（g）。

1.2.4 马铃薯炸片色泽的测定及分析

炸片加工方法及色泽划分：马铃薯块茎清洗

去皮后，采用切片机（Robot Coupe CL50，法国）

切成 0.8 mm厚的薄片。用冷水漂洗 1 min，随机

挑选 10片，用滤纸吸取薯片表面水分，恒温

180℃的菜籽油（鲁花，中国）炸 1 min。炸片色泽

采用美国快餐食品协会（Snack Food Association，
SFA）的马铃薯炸片标准色图（图 1），共分为 5个
级别（1~5级，极浅~极深）。

炸片色泽分值=（∑级数×该级炸片数）/总炸片数

色泽分值越低，说明油炸加工品质越好。炸

片色泽分值可将炸片分为三个等级，适于炸片加

工的（分值≤3），中等（分值 3.1~4.5）以及不适于炸

片加工（分值>4.5），分值低于 4.5的基因型可用于

马铃薯炸片的商业加工。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铃薯种质淀粉含量

供试马铃薯材料的淀粉含量在 10.1%（‘延薯 7

表4 各试管溶液和试剂的量

Table 4 Solution and reagent of each test tube

项目

Item
葡萄糖标准液（mL）Glucose standard solution
蒸馏水（mL）Distilled water
3,5-二硝基水杨酸（mL）3,5-dinitrosalicylic acid
葡萄糖含量（mg）Glucose content

编号Code
0
0
1.0
1.0
0

1
0.05
0.95
1.0
0.05

2
0.1
0.9
1.0
0.1

3
0.2
0.8
1.0
0.2

4
0.3
0.7
1.0
0.3

5
0.4
0.6
1.0
0.4

6
0.5
0.5
1.0
0.5

7
0.6
0.4
1.0
0.6

8
0.7
0.3
1.0
0.7

9
0.8
0.2
1.0
0.8

10
0.9
0.9
1.0
0.9

11
1.0
0
1.0
1.0

图1 美国快餐食品协会（Snack Food Association，SFA）
马铃薯炸片标准色图

Figure 1 Standard color chart of potato chips of SFA
(Snack Food Association)

Potato Chips Standard Color Chart
Degree 1

Degree 2

Degree 3

Degree 4

Degr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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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4.8%（‘陇薯8号’）。淀粉含量比较高（淀粉

含量≥18.0%）的 20份种质材料，分别为：‘陇薯 8
号’‘蒙薯 19号’‘青薯 2号’‘蒙薯 10号’‘天薯 10
号’‘丽薯 10号’‘宁薯 15号’‘克新 22号’‘华恩 1

号’‘陇薯10号’‘云薯401’‘米拉’‘鄂马铃薯10号’

‘云薯505’‘青薯10号’‘庄薯4号’‘天薯13号’‘陇

薯 12号’‘青薯 9号’和‘青薯 6号’（表 5）。这些材

料可用于高淀粉马铃薯品种选育的亲本材料。

表5 供试马铃薯种质的淀粉含量

Table 5 Starch content of tested potato germplasm

2.2 马铃薯种质还原糖含量

供试马铃薯种质的还原糖含量在 0.01%（‘虎

头’）~0.51%（‘延薯 4号’）。其中，‘农天 1号’‘陇

薯 8号’‘B13’‘鄂马铃薯 7号’‘天薯 12号’‘国外 2
号’‘丽薯7号’‘云薯103’‘秦芋30号’‘丽薯10号’

‘丽薯 12号’‘陇薯 10号’‘郑薯 6号’‘青 12-9-81’
‘云薯 401’‘云薯 202’‘克新 6号’‘大西洋’‘希森 5

号’‘希森 6号’‘丽薯 6号’‘青薯 7号’‘云薯 605’
‘虎头’‘延薯 9号’‘中薯 7号’‘延薯 8号’‘华恩 1
号’‘中薯 10号’‘毕薯 2号’‘庄薯 4号’‘云薯 201’

‘中薯 11号’‘蒙薯 17号’‘天薯 13号’‘陇薯 12号’

‘克新17号’‘冀张薯12号’和‘农天2号’39份种质

材料还原糖含量≤0.20%（表 6），可用于低还原糖

马铃薯品种选育的亲本材料。

编号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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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

Variety
云薯501
农天1号
陇薯8号
B13
鄂马铃薯7号
天薯12号
陇薯7号
蒙薯19号
国外2号
天薯9号
丽薯7号
晋薯11号
云薯103
晋薯15号
天薯11号
中薯5号
中薯17号
天薯10号
克新25号
中薯4号
宁薯15号
秦芋32号
秦芋30号
丽薯10号
鄂马铃薯10号

淀粉（%）
Starch
13.5
15.6
24.8
16.8
11.5
16.0
13.0
21.2
11.8
16.2
14.4
15.3
14.5
17.5
15.2
12.8
11.2
19.4
10.4
11.6
21.4
11.5
15.4
19.9
18.4

编号

Code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品种

Variety
丽薯12号
东农310
云薯505
中薯21号
晋薯16号
1025
镇薯1号
甘谷红

甘谷紫

五龙洋芋

陇薯10号
云薯506
郑薯6号
青12-9-81
郑薯8号
秦州红

云薯401
云薯202
青薯6号
克新6号
米拉

早大白

大西洋

中薯8号
希森6号

淀粉（%）
Starch
16.5
17.4
19.6
15.8
15.6
15.8
17.8
16.7
15.3
16.2
18.0
17.1
14.0
15.1
12.0
15.1
18.0
15.1
18.2
14.0
18.2
12.1
15.8
12.1
14.7

编号

Code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品种

Variety
希森5号
陇薯6号
红玫瑰

丽薯6号
延薯4号
肯德

青薯7号
云薯605
虎头

中薯18号
延薯9号
中薯7号
克新22号
中薯19号
延薯8号
鄂马铃薯5号
华恩1号
中薯10号
延薯7号
宣薯5号
川凉薯7号
毕薯2号
延薯10号
中薯3号
庄薯4号

淀粉（%）
Starch
17.6
16.1
14.6
14.2
13.8
15.9
16.9
16.8
17.8
15.0
11.9
13.2
20.1
14.0
12.5
14.0
19.0
13.8
10.1
16.1
16.2
17.5
14.6
13.2
18.2

编号

Code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品种

Variety
青薯2号
云薯201
冀张薯14号
蒙薯10号
中薯11号
冀张薯8号
陇薯13号
蒙薯17号
郑薯7号
希森3号
天薯13号
陇薯12号
青薯9号
克新17号
费乌瑞它

冀张薯12号
夏坡蒂

农天2号
云薯606
苏兰1号
鄂马铃薯11号
讷薯16号
青薯10号

淀粉（%）
Starch
24.2
15.2
14.3
23.5
13.5
14.6
16.0
15.0
12.2
12.9
19.1
20.1
19.6
14.0
16.2
13.5
16.2
15.3
16.2
14.8
12.4
15.2
19.7

注：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值。下同。

Note: Data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es. The same below.

102



· ·加工型马铃薯种质资源的评价与筛选——李芳弟，王 鹏，颉炜清，等

表6 供试马铃薯种质还原糖含量

Table 6 Reducing sugar content of tested potato germplasm

编号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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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

Variety

云薯501
农天1号
陇薯8号
B13
鄂马铃薯7号
天薯12号
陇薯7号
蒙薯19号
国外2号
天薯9号
丽薯7号
晋薯11号
云薯103
晋薯15号
天薯11号
中薯5号
中薯17号
天薯10号
克新25号
中薯4号
宁薯15号
秦芋32号
秦芋30号
丽薯10号
鄂马铃10号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41
0.20
0.20
0.09
0.10
0.20
0.25
0.41
0.08
0.22
0.20
0.28
0.19
0.49
0.21
0.50
0.45
0.44
0.43
0.39
0.47
0.29
0.19
0.16
0.30

编号

Code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品种

Variety

丽薯12号
东农310
云薯505
中薯21号
晋薯16号
1025
镇薯1号
甘谷红

甘谷紫

五龙洋芋

陇薯10号
云薯506
郑薯6号
青12-9-81
郑薯8号
秦州红

云薯401
云薯202
青薯6号
克新6号
米拉

早大白

大西洋

中薯8号
希森6号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08
0.38
0.24
0.45
0.42
0.24
0.25
0.28
0.23
0.24
0.16
0.21
0.17
0.08
0.25
0.23
0.14
0.18
0.30
0.20
0.24
1.20
0.08
0.41
0.13

编号

Code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品种

Variety

希森5号
陇薯6号
红玫瑰

丽薯6号
延薯4号
肯德

青薯7号
云薯605
虎头

中薯18号
延薯9号
中薯7号
克新22号
中薯19号
延薯8号
鄂马铃薯5号
华恩1号
中薯10号
延薯7号
宣薯5号
川凉薯7号
毕薯2号
延薯10号
中薯3号
庄薯4号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11
0.36
0.25
0.16
0.51
0.21
0.16
0.16
0.01
0.41
0.09
0.20
0.26
0.26
0.12
0.21
0.13
0.17
0.39
0.30
0.30
0.08
0.23
0.30
0.10

编号

Code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品种

Variety

青薯2号
云薯201
冀张薯14号
蒙薯10号
中薯11号
冀张薯8号
陇薯13号
蒙薯17号
郑薯7号
希森3号
天薯13号
陇薯12号
青薯9号
克新17号
费乌瑞它

冀张薯12号
夏坡蒂

农天2号
云薯606
苏兰1号
鄂马铃薯11号
讷薯16号
青薯10号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62
0.18
0.28
0.25
0.16
0.27
0.38
0.10
0.80
0.60
0.11
0.10
0.25
0.18
0.25
0.14
0.25
0.18
0.21
0.24
0.36
0.22
0.25

2.3 马铃薯种质品质综合鉴定

综合 98份马铃薯种质材料的淀粉含量和还原

糖含量的测定结果，鉴定筛选出 20份高淀粉含量

种质（淀粉含量≥18.0%），39份低还原糖含量（还

原糖含量≤0.20%）种质。配制“高淀粉 × 低还原

糖”杂交组合，最终筛选出后代F1单株表现优异的

组合炸片高淀粉加工型组合“天薯 10号 × 克新 17
号”，母本‘天薯 10号’（以‘T’表示）是天水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育成的高淀粉马铃薯品种，父本‘克新

17号’（以‘K’表示）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

院选育的低还原糖马铃薯品种。“天薯10号 ×克新

17号”杂交后代共获得 285份马铃薯基因型，表 7
中“TK-”为群体编号、部分基因型实生薯播种后

没有存活，对 239份马铃薯基因型的块茎淀粉、

还原糖和炸片色泽值进行检测与分析。

2.4 “天薯 10号 × 克新 17号”及其杂交后代F1群

体的鉴定

2.4.1 淀粉含量

由表 7可知，239份马铃薯基因型的淀粉含量

在6.88%~30.82%。其中，淀粉含量最低的为基因

型TK-132，含量为 6.88%，淀粉含量最高的为基

因型 TK-161，含量达 30.82%。在 239份马铃薯

基因型中，有 83份基因型淀粉含量高于 18.0%，

属于高淀粉马铃薯材料。

2.4.2 还原糖含量

由表 8可知，239份马铃薯基因型的还原糖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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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 0.07%~0.58%。其中，还原糖含量最低的为

基因型 TK-157，含量为 0.07%，还原糖含量最高

的为基因型TK-207，含量达0.58%。239份马铃薯

基因型中，有56份基因型还原糖含量低于0.20%，

表7 马铃薯组合‘天薯10号’×‘克新17号’F1群体淀粉含量

Table 7 Starch contents in F1 population of the cross of 'Tianshu 10' × 'Kexin 17'

基因型

Genotype
TK-1
TK-2
TK-3
TK-4
TK-5
TK-6
TK-7
TK-8
TK-9
TK-10
TK-11
TK-12
TK-13
TK-18
TK-20
TK-21
TK-22
TK-23
TK-25
TK-26
TK-27
TK-28
TK-30
TK-31
TK-32
TK-33
TK-34
TK-35
TK-36
TK-37
TK-39
TK-40
TK-41
TK-42
TK-43
TK-44
TK-45
TK-46
TK-47
TK-48

淀粉（%）
Starch
13.22
12.44
13.18
11.80
25.62
25.43
10.20
13.37
9.82
10.09
20.23
25.52
11.46
13.05
15.39
25.94
12.19
13.01
10.46
12.19
12.03
14.10
10.78
12.55
19.56
26.60
11.28
8.61
11.37
25.86
11.80
21.16
18.21
8.59
18.32
10.92
20.93
8.43
22.05
24.64

基因型

Genotype
TK-49
TK-50
TK-51
TK-52
TK-53
TK-54
TK-55
TK-57
TK-59
TK-60
TK-61
TK-62
TK-63
TK-64
TK-65
TK-66
TK-67
TK-68
TK-69
TK-71
TK-72
TK-73
TK-74
TK-75
TK-76
TK-77
TK-78
TK-79
TK-80
TK-81
TK-82
TK-83
TK-84
TK-86
TK-87
TK-88
TK-89
TK-90
TK-92
TK-93

淀粉（%）
Starch
10.32
22.68
29.26
16.84
20.63
13.23
11.81
9.50
19.50
10.06
10.38
11.54
12.27
8.95
15.37
19.60
8.91
29.55
13.53
9.93
8.55
24.46
16.95
12.23
9.42
15.69
15.54
20.66
8.63
13.76
14.70
19.58
26.36
11.49
8.92
24.83
24.66
15.83
12.45
8.80

基因型

Genotype
TK-94
TK-95
TK-96
TK-97
TK-98
TK-99
TK-100
TK-101
TK-103
TK-104
TK-105
TK-106
TK-108
TK-109
TK-110
TK-111
TK-112
TK-113
TK-114
TK-115
TK-116
TK-117
TK-118
TK-119
TK-120
TK-121
TK-122
TK-123
TK-124
TK-125
TK-127
TK-128
TK-129
TK-130
TK-131
TK-132
TK-133
TK-135
TK-136
TK-137

淀粉（%）
Starch
13.18
17.19
14.32
9.79
28.11
12.42
13.63
15.43
18.91
15.57
21.32
15.38
17.36
11.53
18.36
9.57
16.00
12.18
9.76
10.92
12.37
13.76
14.14
8.35
8.90
10.85
13.87
10.67
19.48
12.92
20.50
19.63
15.28
14.70
9.80
6.88
8.49
9.20
11.02
7.59

基因型

Genotype
TK-138
TK-140
TK-141
TK-142
TK-144
TK-145
TK-146
TK-147
TK-148
TK-149
TK-150
TK-151
TK-152
TK-153
TK-154
TK-157
TK-158
TK-159
TK-160
TK-161
TK-162
TK-163
TK-164
TK-165
TK-166
TK-167
TK-168
TK-169
TK-170
TK-171
TK-172
TK-173
TK-174
TK-175
TK-176
TK-177
TK-178
TK-179
TK-180
TK-181

淀粉（%）
Starch
12.02
23.15
20.55
11.55
11.82
18.86
27.26
17.95
9.53
18.37
26.43
24.06
21.91
9.30
9.71
25.60
12.26
8.67
13.53
30.82
14.90
18.49
9.27
24.05
14.49
17.79
9.25
13.34
20.36
17.01
9.94
10.18
10.46
26.49
13.45
9.34
12.76
9.16
22.70
14.20

基因型

Genotype
TK-182
TK-184
TK-185
TK-186
TK-188
TK-190
TK-191
TK-200
TK-201
TK-202
TK-203
TK-205
TK-207
TK-208
TK-210
TK-211
TK-213
TK-214
TK-215
TK-216
TK-217
TK-218
TK-219
TK-220
TK-221
TK-222
TK-223
TK-224
TK-227
TK-228
TK-229
TK-230
TK-231
TK-233
TK-234
TK-235
TK-236
TK-237
TK-238
TK-240

淀粉（%）
Starch
23.74
15.06
22.14
17.14
12.86
13.27
20.54
17.27
11.07
11.08
16.38
27.31
27.70
11.60
13.93
13.23
25.31
11.36
9.83
20.01
16.83
27.42
11.00
27.33
28.52
17.11
9.44
25.12
10.13
24.14
17.65
23.40
23.14
26.90
25.36
12.46
10.11
26.62
17.59
29.41

基因型

Genotype
TK-242
TK-243
TK-244
TK-245
TK-246
TK-247
TK-248
TK-249
TK-250
TK-251
TK-252
TK-253
TK-254
TK-255
TK-257
TK-258
TK-259
TK-260
TK-261
TK-263
TK-264
TK-265
TK-266
TK-267
TK-268
TK-269
TK-270
TK-271
TK-272
TK-275
TK-276
TK-277
TK-278
TK-279
TK-280
TK-281
TK-283
TK-284
TK-285

淀粉（%）
Starch
22.07
9.27
9.01
9.45
15.90
10.68
9.45
13.69
8.53
28.75
18.39
23.26
17.57
9.67
25.13
12.52
9.64
20.31
17.65
21.26
8.87
11.79
18.57
23.93
23.93
27.76
26.73
26.49
12.89
16.14
19.82
14.99
23.19
25.87
27.07
27.17
14.23
13.29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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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Genotype

TK-1
TK-2
TK-3
TK-4
TK-5
TK-6
TK-7
TK-8
TK-9
TK-10
TK-11
TK-12
TK-13
TK-18
TK-20
TK-21
TK-22
TK-23
TK-25
TK-26
TK-27
TK-28
TK-30
TK-31
TK-32
TK-33
TK-34
TK-35
TK-36
TK-37
TK-39
TK-40
TK-41
TK-42
TK-43
TK-44
TK-45
TK-46
TK-47
TK-48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32
0.49
0.33
0.51
0.50
0.22
0.27
0.10
0.44
0.17
0.49
0.49
0.32
0.51
0.17
0.50
0.30
0.32
0.35
0.19
0.11
0.35
0.40
0.51
0.25
0.33
0.41
0.09
0.19
0.12
0.55
0.12
0.28
0.49
0.17
0.19
0.37
0.21
0.36
0.34

基因型

Genotype

TK-49
TK-50
TK-51
TK-52
TK-53
TK-54
TK-55
TK-57
TK-59
TK-60
TK-61
TK-62
TK-63
TK-64
TK-65
TK-66
TK-67
TK-68
TK-69
TK-71
TK-72
TK-73
TK-74
TK-75
TK-76
TK-77
TK-78
TK-79
TK-80
TK-81
TK-82
TK-83
TK-84
TK-86
TK-87
TK-88
TK-89
TK-90
TK-92
TK-93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29
0.29
0.54
0.40
0.41
0.43
0.53
0.17
0.22
0.48
0.50
0.35
0.25
0.10
0.53
0.33
0.33
0.43
0.52
0.45
0.24
0.56
0.51
0.09
0.08
0.30
0.15
0.18
0.10
0.52
0.16
0.37
0.50
0.44
0.11
0.28
0.42
0.32
0.50
0.24

基因型

Genotype

TK-94
TK-95
TK-96
TK-97
TK-98
TK-99
TK-100
TK-101
TK-103
TK-104
TK-105
TK-106
TK-108
TK-109
TK-110
TK-111
TK-112
TK-113
TK-114
TK-115
TK-116
TK-117
TK-118
TK-119
TK-120
TK-121
TK-122
TK-123
TK-124
TK-125
TK-127
TK-128
TK-129
TK-130
TK-131
TK-132
TK-133
TK-135
TK-136
TK-137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11
0.47
0.56
0.46
0.45
0.60
0.12
0.37
0.53
0.49
0.22
0.43
0.37
0.45
0.41
0.19
0.16
0.50
0.54
0.11
0.36
0.50
0.55
0.10
0.13
0.55
0.19
0.46
0.22
0.44
0.56
0.52
0.34
0.44
0.37
0.17
0.35
0.29
0.08
0.51

基因型

Genotype

TK-138
TK-140
TK-141
TK-142
TK-144
TK-145
TK-146
TK-147
TK-148
TK-149
TK-150
TK-151
TK-152
TK-153
TK-154
TK-157
TK-158
TK-159
TK-160
TK-161
TK-162
TK-163
TK-164
TK-165
TK-166
TK-167
TK-168
TK-169
TK-170
TK-171
TK-172
TK-173
TK-174
TK-175
TK-176
TK-177
TK-178
TK-179
TK-180
TK-181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55
0.50
0.51
0.40
0.24
0.11
0.54
0.30
0.20
0.26
0.42
0.58
0.55
0.12
0.11
0.07
0.25
0.22
0.33
0.49
0.54
0.43
0.12
0.55
0.31
0.14
0.25
0.45
0.36
0.15
0.09
0.12
0.35
0.12
0.36
0.10
0.56
0.24
0.25
0.22

基因型

Genotype

TK-182
TK-184
TK-185
TK-186
TK-188
TK-190
TK-191
TK-200
TK-201
TK-202
TK-203
TK-205
TK-207
TK-208
TK-210
TK-211
TK-213
TK-214
TK-215
TK-216
TK-217
TK-218
TK-219
TK-220
TK-221
TK-222
TK-223
TK-224
TK-227
TK-228
TK-229
TK-230
TK-231
TK-233
TK-234
TK-235
TK-236
TK-237
TK-238
TK-240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56
0.12
0.45
0.27
0.14
0.28
0.46
0.44
0.53
0.40
0.56
0.47
0.58
0.18
0.37
0.18
0.17
0.10
0.41
0.17
0.50
0.53
0.49
0.51
0.55
0.10
0.31
0.45
0.29
0.54
0.22
0.50
0.55
0.58
0.57
0.25
0.11
0.33
0.48
0.41

基因型

Genotype

TK-242
TK-243
TK-244
TK-245
TK-246
TK-247
TK-248
TK-249
TK-250
TK-251
TK-252
TK-253
TK-254
TK-255
TK-257
TK-258
TK-259
TK-260
TK-261
TK-263
TK-264
TK-265
TK-266
TK-267
TK-268
TK-269
TK-270
TK-271
TK-272
TK-275
TK-276
TK-277
TK-278
TK-279
TK-280
TK-281
TK-283
TK-284
TK-285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17
0.33
0.51
0.16
0.52
0.15
0.23
0.48
0.16
0.46
0.42
0.10
0.27
0.10
0.60
0.38
0.22
0.44
0.56
0.54
0.26
0.33
0.55
0.55
0.48
0.58
0.55
0.28
0.38
0.52
0.49
0.55
0.53
0.53
0.56
0.55
0.40
0.22
0.38

可用于低还原糖马铃薯品种选育的亲本资源。

2.4.3 炸片色泽值

两亲本和部分基因型炸片色泽见图 2和图 3，
‘天薯 10号’与‘克新 17号’的炸片色泽值分别为

3.6和 3.1，部分基因型 TK- 11、TK- 119、TK-
147、 TK- 132、 TK- 167、 TK- 190、 TK- 245、
TK-26、TK-35、TK-36、TK-53、TK-45、TK-
59、TK-75和 TK-95炸片色泽值分别为：3.5、

表8 马铃薯组合‘天薯10号’×‘克新17号’F1群体还原糖含量

Table 8 Reducing sugar content in F1 population of the cross of 'Tianshu 10' × 'Kex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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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色泽值在 3.1~4.5，24份基因型炸片色泽值大于

4.5，不适于炸片加工（表11）。

3 讨 论

在加工型马铃薯新品种的传统选育中，育种

亲本的选择十分关键，一般选择综合农艺性状优

良，且满足加工品质要求的育成品种；或者是经

过多年评价筛选后，且证明能产生优良加工品质

性状的后代材料。同时要求亲本之间性状互补，

且具有较多的有利性状；或者亲本之间亲缘关系

远，且基因型差异大、配合力强，通过群体改良

0.7、 3.3、 2.8、 1.3、 3.3、 1.4、 1.9、 1.5、 2.1、
3.4、3.5、2.7、1.5和 4.2（表 9~10）。239份马铃

薯基因型中，有 85份基因型炸片色泽值低于‘克

新17号’的炸片色泽值（<3.1）。

239份马铃薯基因型的炸片色泽值为 0.7~
4.9，差异较大，其中，炸片色泽值最低的为基因

型 TK-119、TK-120、TK-177、TK-184，色泽值

均为 0.7，炸片色泽值最高的为基因型 TK-182、
TK-207和TK-218，色泽值均为 4.9（表 10）。有 85
份基因型炸片色泽值低于3.0，可用于炸片加工型

马铃薯品种选育的亲本资源，有 130份基因型炸

天薯10号 克新17号

图2 ‘天薯10号’和‘克新17号’炸片色泽

Figure 2 Colors of fried chips of 'Tianshu 10' and
'Kexin 17'

图3 马铃薯组合‘天薯10号’×‘克新17号’部分群体炸片色泽

Figure 3 Fried chip colors of genotypes in partial population of 'Tianshu 10' × 'Kexin 17'

TK-11 TK-119 TK-147 TK-132 TK-167

TK-190 TK-245 TK-26 TK-35 TK-36

TK-53 TK-45 TK-59 TK-75 TK-95

表9 两亲本‘天薯10号’与‘克新17号’的炸片色泽值

Table 9 Fried chip color values of the parents of
'Tianshu 10' and 'Kexin 17'

亲本名称

Parental name
天薯10号 Tianshu 10
克新17号 Kexin 17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3.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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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马铃薯组合‘天薯10号’×‘克新17号’F1群体的炸片色泽值

Table 10 Fried chip color values of genotypes in F1 population of 'Tianshu 10' × 'Kexin 17'

基因型

Genotype

TK-1
TK-2
TK-3
TK-4
TK-5
TK-6
TK-7
TK-8
TK-9
TK-10
TK-11
TK-12
TK-13
TK-18
TK-20
TK-21
TK-22
TK-23
TK-25
TK-26
TK-27
TK-28
TK-30
TK-31
TK-32
TK-33
TK-34
TK-35
TK-36
TK-37
TK-39
TK-40
TK-41
TK-42
TK-43
TK-44
TK-45
TK-46
TK-47
TK-48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3.1
3.7
3.1
4.7
3.7
2.1
2.8
1.5
3.4
1.5
3.5
3.7
3.3
4.3
2.0
3.8
3.0
3.1
3.2
1.9
1.6
3.2
3.5
4.0
2.6
3.3
3.6
1.5
2.1
1.6
3.6
1.5
2.8
3.7
1.8
2.4
3.5
1.9
3.6
3.3

基因型

Genotype

TK-49
TK-50
TK-51
TK-52
TK-53
TK-54
TK-55
TK-57
TK-59
TK-60
TK-61
TK-62
TK-63
TK-64
TK-65
TK-66
TK-67
TK-68
TK-69
TK-71
TK-72
TK-73
TK-74
TK-75
TK-76
TK-77
TK-78
TK-79
TK-80
TK-81
TK-82
TK-83
TK-84
TK-86
TK-87
TK-88
TK-89
TK-90
TK-92
TK-93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2.7
2.7
3.6
3.4
3.4
3.4
4.2
1.7
2.1
3.8
4.3
3.4
3.1
1.2
4.2
3.3
3.3
3.4
4.4
3.7
2.0
4.8
4.4
1.5
1.6
1.5
2.7
2.0
1.6
4.2
2.7
3.3
4.2
3.7
1.5
3.3
3.3
3.3
4.3
2.6

基因型

Genotype

TK-94
TK-95
TK-96
TK-97
TK-98
TK-99
TK-100
TK-101
TK-103
TK-104
TK-105
TK-106
TK-108
TK-109
TK-110
TK-111
TK-112
TK-113
TK-114
TK-115
TK-116
TK-117
TK-118
TK-119
TK-120
TK-121
TK-122
TK-123
TK-124
TK-125
TK-127
TK-128
TK-129
TK-130
TK-131
TK-132
TK-133
TK-135
TK-136
TK-137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1.2
4.2
4.7
3.7
3.7
4.4
1.5
3.5
4.6
3.7
2.7
3.5
3.4
3.4
3.4
2.7
2.3
4.2
3.7
1.2
3.3
4.4
4.8
0.7
0.7
4.8
2.4
4.3
2.3
3.9
4.4
3.8
3.4
3.8
3.8
2.8
3.5
3.1
0.8
4.8

基因型

Genotype

TK-138
TK-140
TK-141
TK-142
TK-144
TK-145
TK-146
TK-147
TK-148
TK-149
TK-150
TK-151
TK-152
TK-153
TK-154
TK-157
TK-158
TK-159
TK-160
TK-161
TK-162
TK-163
TK-164
TK-165
TK-166
TK-167
TK-168
TK-169
TK-170
TK-171
TK-172
TK-173
TK-174
TK-175
TK-176
TK-177
TK-178
TK-179
TK-180
TK-181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4.7
3.6
3.8
3.3
3.1
0.9
3.8
3.3
2.7
2.8
3.4
4.8
3.9
2.4
2.3
0.8
2.4
2.3
3.3
3.9
3.8
3.4
1.1
3.8
3.4
1.3
2.7
3.9
3.4
2.0
1.1
1.2
3.4
1.0
3.6
0.7
4.3
3.0
3.0
2.5

基因型

Genotype

TK-182
TK-184
TK-185
TK-186
TK-188
TK-190
TK-191
TK-200
TK-201
TK-202
TK-203
TK-205
TK-207
TK-208
TK-210
TK-211
TK-213
TK-214
TK-215
TK-216
TK-217
TK-218
TK-219
TK-220
TK-221
TK-222
TK-223
TK-224
TK-227
TK-228
TK-229
TK-230
TK-231
TK-233
TK-234
TK-235
TK-236
TK-237
TK-238
TK-240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4.9
0.7
3.3
3.3
0.9
3.3
3.9
3.9
3.9
3.4
4.8
3.9
4.9
2.4
3.3
2.5
2.0
1.1
3.4
2.7
4.5
4.9
4.1
3.8
4.7
1.5
3.2
4.2
3.2
4.3
2.7
4.7
4.7
4.0
4.2
3.1
1.0
3.1
3.8
3.4

基因型

Genotype

TK-242
TK-243
TK-244
TK-245
TK-246
TK-247
TK-248
TK-249
TK-250
TK-251
TK-252
TK-253
TK-254
TK-255
TK-257
TK-258
TK-259
TK-260
TK-261
TK-263
TK-264
TK-265
TK-266
TK-267
TK-268
TK-269
TK-270
TK-271
TK-272
TK-275
TK-276
TK-277
TK-278
TK-279
TK-280
TK-281
TK-283
TK-284
TK-285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2.6
3.0
3.4
1.4
4.3
1.6
2.2
4.3
1.7
3.8
3.7
1.2
2.8
2.3
4.7
3.1
2.5
3.3
4.6
4.2
2.4
3.4
4.6
4.3
3.5
4.7
4.2
3.1
3.1
4.6
4.0
4.2
4.0
4.6
4.7
4.7
3.3
2.6
3.3

表11 马铃薯组合‘天薯10号’×‘克新17号’F1群体炸片色泽值分布

Table 11 Distribution of fried chip color values of genotypes in F1 population of 'Tianshu 10' × 'Kexin 17'

炸片色泽值 Fried chip color value
≤3.0
3.1~4.5
＞4.5

加工 Processing
适于炸片加工 Suitable for chip processing
中等 Medium
不适于炸片加工 Not suitable for chip processing

基因型数量（No.）Number of genotype
85
1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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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使群体内目标性状平均水平得到有效改

良 [24]。中国在选育加工型马铃薯新品种的研究中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本研究在亲本选配中选用

的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的马铃薯品种‘天薯

10号’，是以‘庄薯 3号’为母本、‘郑薯 1号’为父

本杂交选育而成的高淀粉马铃薯新品种，块茎扁

圆形、薯皮黄色、薯肉黄色、芽眼浅，单株块茎

数 4.9个，平均单薯重 132 g，大中薯率 89.8%，

干物质含量 25.34%，淀粉含量 19.44%，维生素C
含量 16.42 mg/100 g，甘肃天水、临夏、定西、平

凉等地均可种植[25]；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选育的‘克新 17号’，该品种属于炸条加工型中晚

熟品种，薯形为长椭圆形、芽眼少，商品薯率85%
以上，还原糖含量 0.2%左右，干物质含量 23%左

右，耐贮性强[26]。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马铃薯

品种‘陇薯7号’，是以‘庄薯3号’为母本、‘菲多利’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块茎长椭圆形，黄皮黄肉，

芽眼较浅，商品薯率80%，干物质含量25.2%，淀

粉含量18.75%，还原糖含量0.18%[27]，2009年经第

二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利用上

述品种作为亲本，筛选出后代 F1单株表现优异的

淀粉加工型组合“天薯10号 × 克新17号”。

品质性状是马铃薯特征特性中重要的经济性

状，品质的优劣往往决定着马铃薯加工用途和市

场潜力。2015年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提出以来，对

马铃薯种质资源鉴定、品种筛选及品质评价的研

究日益增多，但多为单一的分析研究，未能综合

分析评价马铃薯品种（系）的品质及其加工用途。

同时，大量关于马铃薯块茎品质分析的研究 [28-34]

表明，还原糖含量影响马铃薯炸片色泽，还原糖

含量和油炸产品的色泽具有高度相关性，但科研

人员为全面分析研究的需要，往往同时测定这两

个指标。而对于大量的育种中间材料或后代材料

而言，同时测定还原糖含量和油炸色泽值，不仅

工作强度增加，同时受早期育种鉴定后代材料较

少的影响，具体试验操作也难以进行。因此，对

于进行还原糖测定和油炸色泽值评价，育种者往

往难以抉择。本研究利用“天薯 10号 × 克新 17
号”的杂交组合，最终稳定保存该组合的 239份马

铃薯基因型，可满足油炸加工品质的分析研究需

要，并初步筛选出还原糖含量低于 0.20%的 56份
基因型，炸片色泽值低于 4.5的有 215份基因型，

便于后续研究利用。梁德霖等 [35]认为，马铃薯淀

粉含量是育种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同时马铃薯

淀粉也是评价绝大多数马铃薯品质性状的重要基

础，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马铃薯淀粉具有优良

的特性。因此，本研究从 98份育种材料中，筛选

出高淀粉材料 20份，从组合“天薯 10号 × 克新 17
号”的F1后代材料中，筛选出淀粉含量高于 18.0%
的基因型 83份。这些也表明选育高淀粉品种必须

考虑选择淀粉含量较高、具有优良性状的普通栽

培种作亲本，尤其是高淀粉含量的育种中间材料

也可以参与杂交组合配制，后代材料中才有可能

出现高淀粉的品种（系）。从上述筛选出的品种或

后代材料来看，这些优异的基因型可作为高淀粉

和低还原糖马铃薯品种选育的亲本材料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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