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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The varieties of potato planted in the dryland farming area of Shanxi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limited,

which is difficult to satisfy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the mark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order to

screen excellent potato varieties suitable for dryland farming cultiv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the growth period,

agronomic traits, tuber traits, yield and quality of nine new potato varieties (lines) introduced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main variety 'Bingshu 26' in Shanxi Province as the control variety. The growth duration of the introduced varieties

(lines) was 101-110 days, of which 'Jizhangshu 14' had the longest growth duration, and some flowers could be found at

harvest. For production, it could be moderately controlled or transplanted to extend the growth period for use of this

variety. '141-2', '141-3' and 'Jizhangshu 14' had good seed setting and could be used as parents of potato breed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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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西省旱作区马铃薯种植品种比较单一，难以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及马铃薯产业发展。为筛选适宜山西省旱

地种植的马铃薯优良品种，以山西省主推品种‘并薯26号’为对照品种，引进的9个马铃薯新品种（系）为研究对象，对其生育

期、农艺性状、薯块性状、产量及品质进行评价。试验品种（系）生育期为101~110 d，其中‘冀张薯14号’生育期最长，收获

时仍有少部分花，生产中可适度控旺或育苗移栽延长生育期进行种植。‘141-2’‘141-3’和‘冀张薯14号’结实性比较好，可

作为旱地马铃薯育种亲本利用。块茎产量最高的是‘冀张薯14号’为47 968 kg/hm2，其次是‘141-4’，这两个品种（系）产量超

过对照品种‘并薯26号’，但差异不显著。‘141-4’及‘京张薯1号’的平均隶属函数值大于0.6，综合营养较好。通过试验鉴

定，筛选出一些可在山西省旱作区种植的高产、优质、综合性状良好的品种（系），但还需要进一步种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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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世界第三大粮食作物，多年来，马

铃薯凭借营养全面、用途广泛等优势，在城市人

口增长、收入提高、膳食多样化等因素的影响

下，需求量不断增加 [1-3]。近年来，马铃薯产业的

开发与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要求对马铃薯产业

的发展予以大力扶持，在加快引进、自主培育和

筛选优良品种的同时，更要努力提高马铃薯的深

加工能力，不断扩大消费市场，做大做强马铃薯

产业[4,5]。

马铃薯具有喜冷凉、抗干旱、耐贫瘠、适应

性强、产量高等特点，山西省昼夜温差大、光照

充足、耕层深厚、土质疏松，这种特殊的气候、

地理和土壤条件，是种植马铃薯的天然优势，使

马铃薯成为山西省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又因为山西省马铃薯干物质含量一般为 22%~
2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5个百分点，是全国

马铃薯最适宜种植区之一 [6,7]。由于山西省海拔

高、气温低、风速大、病害少，繁育脱毒种薯退

化慢、产量高，因此山西省还是马铃薯繁育良种

的最好基地[8]。为尽快将山西省马铃薯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满足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

马铃薯选育工作者选育出了许多新的马铃薯品种

在生产中应用。在长期的选育过程中，马铃薯高

产、抗病新品种得到了广大育种者的偏爱，忽视

了品种的内在品质和市场上认可的商品性，造成

优质高产品种严重缺乏，品种单一[9-12]。由于马铃

薯新品种选育工作量大、周期长、进度缓慢，近

年来，为了满足生产上的需求，逐渐引进一些国

外马铃薯新品种进行种植，但却难以适应当地气

候及环境，表现出适应性差、病害严重、产量不

稳、栽培管理难度大等缺点，极大限制了马铃薯

生产的快速发展[13-15]。

本试验在收集、筛选和评价的基础上，引进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张家口市

农业科学院（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4家科研院

所的 10份马铃薯中晚熟品种（系），对其在山西省

旱作区的适应性进行鉴定评价，包括生育期、农

艺性状、块茎性状、产量性状、营养品质等方面

进行鉴定评价，以期筛选出适合山西省旱作区种

植的块茎性状好、产量高、品质优良、生育期适

宜的优良品种（系），为马铃薯育种材料的选择、

新品种（系）的引进及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2021年在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大蛇头乡

岚县福众薯业专业合作社基地进行（E 111°21′~
111°50′，N 38°5′~38°36′）。岚县地处吕梁山与芦

芽山衔接处，该区气候冷凉，光照充足，雨热同

期，平均海拔 1 415 m，平均气温 6.9℃，年均降

水 457 mm，年有效积温 2 864℃，为温暖带季风

型大陆性气候，无霜期 120 d左右。试验地为旱

地，前茬作物为玉米，土壤类型为砂质土，肥力

水平中等。0~40 cm土壤养分情况为：速效氮含

量 174 mg/kg，有效磷含量 19.30 mg/kg，速效钾

含量 135.17 mg/kg，有机质含量 17.57 g/kg，pH
8.1。
1.2 参试品种

供试材料共 10份（‘并薯 26号’为对照），其

中，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2份，中国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4份，张家口市农业科学

dryland farming. The tuber yield of 'Jizhangshu 14' was highest, reaching to 47 968 kg/ha, followed by '141- 4'. The

yield of these two varieties (lin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variety 'Bingshu 26',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nutritional quality, the average 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 of '141-4' and 'Jingzhangshu 1' was

greater than 0.6, indicating that their comprehensive nutrition qualities were good. Some varieties (lines) with high

yield, high quality and goo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that could be planted in dryland farming areas of Shanxi

Province have been selected through test and identification, but further tests are still required.

Key Words:Key Words: potato; Shanxi dryland areas; new variety (line);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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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2份，山西农业大学

农学院2份（表1）。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共设 10个处理（品

种/系），以当地主推品种‘并薯 26号’为对照，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00 m2，宽窄行起垄，播种时

形成垄间间隔宽度 50 cm，垄高 5 cm，垄面宽

60 cm，垄底宽 70 cm，垄面做一微沟，成弧形，

沟最深处深 4 cm，将马铃薯播种于垄面沟底两

侧，播种深度距地面 5 cm，每垄播种 2行，行距

40 cm，株距20 cm，密度66 670株/hm2。

5月 5日整地施肥，各处理均施复合肥（总养

分≥45.0%，N:P2O5:K2O = 15:18:12）（山东金正

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肥一次性施

入，施入量为 900 kg/hm2。5月 15日播种，种薯

全部为一级种，其他农艺措施（整地、施肥、播

种、田间管理等）均与当地生产一致，于10月5日
统一收获[16,17]。岚县 5月上旬气候不稳定，容易出

现倒春寒天气，造成种薯出苗晚或腐烂等现象的

发生，因此播种日期定为 5月 15日，10月 5日统

表1 参试品种名称及来源

Table 1 Name and source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141-2
141-3
中薯22号 Zhongshu 22
中薯28号 Zhongshu 2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冀张薯14号 Jizhangshu 14
京张薯1号 Jingzhangshu 1
141-4
并薯26号（CK）Bingshu 26

来源

Source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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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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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2020年山西省马铃薯主推品种之一）

一收获。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1.4.1 生育期观察记载

试验期间观察记载播种期、出苗期、现蕾

期、开花期、成熟期及生育期[18]。

1.4.2 农艺性状调查

试验期间观察不同品种株型、株高、茎色、

叶色、花色、主茎数、结实性等[19]。

1.4.3 产量及产量构成

收获时每个小区分别收获，按小区产量计算

单位面积产量。为了便于准确分析产量构成性

状，每个小区分别取 20株马铃薯进行考种。根据

侯贤清等 [20]和薛俊武等 [21]的分类方法，将块茎重

量≥100 g定为商品薯，＜100 g为小薯，重复 3次
的平均产量作为处理产量。

1.4.4 营养成分测定

参试品种于采收时期随机采集样品，检测指

标有干物质、总淀粉、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

C。委托四川华标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进

行检测，检测标准如下：

干物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水分的

测定GB 5009.3—2016[22]；
淀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淀粉的测

定GB 5009.9—2016[23]；
蛋白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质

的测定GB 5009.5—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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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还原糖

的测定GB 5009.7—2016[25]；
维生素 C：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抗坏

血酸的测定GB 5009.86—2016[26]。
1.5 数据分析

数据利用 Excel 2017进行分析，方差分析利

用 SPSS 18.0处理软件进行，品种平均数多重比较

采用最小显著差数（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法。

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对营养品质进行评

价，即 X（µ1）=（X - Xmin）/（Xmax - Xmin），X（µ2）=
1 -（X - Xmin）/（Xmax - Xmin）。马铃薯营养品质的优

良指标包括干物质、淀粉、蛋白质、维生素 C含

量，这些指标与综合营养品质呈正相关，则用

X（µ1）计算；马铃薯还原糖含量与综合营养品质

呈负相关，则用X（µ2）计算。所选品种优良营养

指标的平均隶属函数值越大，表明该品种的综合

营养品质越好[27,28]。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参试品种（系）生育期分析

各参试品种（系）中‘并薯 26号’和‘141-2’出
苗最早，为 6月 16日，‘中薯 19号’出苗最晚，为

6月 20日，出苗天数为 32~35 d。由于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气候较稳定，最低温度为 7~12℃，最高

温度为 24~26℃，使马铃薯出苗较快，各品种（系）

出苗天数相差不多，基本同时出苗。生育期（出苗

至成熟）最短为‘中薯 22号’和‘中薯 19号’101 d，
其他为102~110 d；‘冀张薯14号’生育期最长，收

获时仍有少部分花，未完全成熟（表2）。
2.2 各参试品种（系）农艺性状分析

各参试品种（系）株高在50.7~77.6 cm，‘141-2’
植株最矮，为 50.7 cm；‘京张薯 1号’最高，为

77.6 cm。从株型上看，‘中薯 22号’和‘141-4’株
型为半直立，其余参试品种（系）株型均为直立。从

茎色看，‘中薯19号’和‘中薯18号’茎色为绿带褐

色；‘中薯 28号’为棕绿色；‘中薯 22号’为紫色；

其余均为绿色。从叶色看，‘141-3’‘中薯28号’和

‘141-4’叶色为浅绿色；‘141-2’‘中薯22号’和‘中

薯19号’为深绿色；其他4份品种（系）为绿色。从

花色看，‘141-2’‘141-3’‘中薯28号’和‘并薯26号’

花色为淡紫色；‘中薯19号’‘中薯18号’和‘京张薯

1号’为紫色；其余均为白色。从主茎数看，各品种

（系）变化幅度不大，在2.0~3.5个，‘中薯22号’最

少为 2.0个；‘141-3’最多为 3.5个，不同参试品种

（系）的主茎数与品种没有必然规律。从顶小叶大小

看，‘141-3’顶小叶为小；‘中薯28号’‘京张薯1号’

和‘并薯26号’为大；其他6份品种（系）为中。从结

实性看，‘141-2’‘141-3’‘冀张薯14号’和‘并薯26
号’有结实，其余品种（系）无天然结实（表3）。

表2 各参试品种（系）生育期

Table 2 Growth period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141-2
141-3
中薯22号 Zhongshu 22
中薯28号 Zhongshu 2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冀张薯14号 Jizhangshu 14
京张薯1号 Jingzhangshu 1
141-4
并薯26号（CK）Bingshu 26

播种期（D/M）
Sowing
15/05
15/05
15/05
15/05
15/05
15/05
15/05
15/05
15/05
15/05

出苗期（D/M）
Emergence
16/06
19/06
18/06
18/06
20/06
19/06
18/06
17/06
17/06
16/06

现蕾期（D/M）
Bud flower
28/06
30/06
28/06
27/06
29/06
27/06
27/06
28/06
30/06
29/06

开花期（D/M）
Flowering
12/07
11/07
14/07
06/07
07/07
07/07
10/07
11/07
12/07
11/07

成熟期（D/M）
Maturity
28/09
30/09
27/09
30/09
29/09
30/09
05/10
30/09
27/09
27/09

收获期（D/M）
Harvesting
05/10
05/10
05/10
05/10
05/10
05/10
05/10
05/10
05/10
05/10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104
103
101
104
101
103
110
105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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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参试品种（系）薯块性状分析

参试的 10个品种（系）结薯性差异不大，均为

集中。从薯形看，薯形差异较大，‘141-2’为圆

形；‘141-3’‘中薯 19号’‘冀张薯 14号’‘京张薯 1
号’为椭圆形；‘中薯22号’为扁圆形；‘中薯28号’

为长椭圆形；‘中薯18号’和‘并薯26号’为长卵圆

形；‘141-4’为卵圆形。从单株结薯数和块茎大

小看，单株结薯数小于4.0的，薯块较大；单株结

薯数大于 5.0的，薯块较小。从薯皮薯肉颜色看，

‘中薯 19号’‘冀张薯 14号’和‘并薯 26号’为淡黄

皮淡黄肉，‘中薯 22号’和‘141-4’为白皮白肉，

‘中薯 28号’为紫皮黄肉，其余品种（系）均为黄皮

黄肉。从整齐度看，‘141-2’‘141-3’‘中薯19号’

‘冀张薯 14号’‘141-4’和‘并薯 26号’为整齐，其

余为中。从薯皮光滑度看，只有‘京张薯 1号’为

略麻皮，其余均为光滑皮。从芽眼深浅看，芽眼

均为浅（表 4）。从 10份材料的薯形、薯皮薯肉颜

色、芽眼深浅、薯皮光滑度等 7个薯块性状看，

选育出适合市场要求的马铃薯新品种目标性状应

该是薯块为椭圆形，薯皮薯肉为黄皮黄肉，薯皮

光滑，芽眼浅，薯块大小中等，此类马铃薯品种

商品性好，符合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表3 各参试品种（系）农艺性状

Table 3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141-2
141-3
中薯22号 Zhongshu 22
中薯28号 Zhongshu 2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冀张薯14号 Jizhangshu 14
京张薯1号 Jingzhangshu 1
141-4
并薯26号（CK）Bingshu 26

株型
Plant
type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直立

株高（cm）
Plant
height
50.7
65.4
71.5
70.1
69.2
67.2
64.8
77.6
74.3
56.5

茎色
Stem
color
绿

绿

紫

棕绿

绿带褐

绿带褐

绿

绿

绿

绿

叶色
Leaf
color
深绿

浅绿

深绿

浅绿

深绿

绿

绿

绿

浅绿

绿

花色
Flower
color
淡紫

淡紫

白

淡紫

紫

紫

白

紫

白

淡紫

单株主茎数（No.）
Main stem
number
3.1
3.5
2.0
3.0
2.1
2.4
2.5
2.7
3.2
2.8

顶小叶大小
Terminal
leaflet
中

小

中

大

中

中

中

大

中

大

复叶大小
Compound
leaf size
中

小

小

中

中

中

中

中

小

小

结实性
Fruit set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有

表4 各参试品种（系）薯块性状

Table 4 Tuber characters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141-2
141-3
中薯22号 Zhongshu 22
中薯28号 Zhongshu 2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冀张薯14号 Jizhangshu 14
京张薯1号 Jingzhangshu 1
141-4
并薯26号（CK）Bingshu 26

结薯集中性

Tuber
concentration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薯形

Tuber
shape
圆

椭圆

扁圆

长椭圆

椭圆

长卵圆

椭圆

椭圆

卵圆

长卵圆

单株结薯数（No.）
Tuber number
per plant
5.5
6.0
4.3
4.1
6.0
5.2
3.5
3.9
4.0
4.2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白

紫

淡黄

黄

淡黄

黄

白

淡黄

肉色

Flesh
color
黄

黄

白

黄

淡黄

淡黄

淡黄

黄

白

淡黄

块茎大小

Tuber size

小

小

中等

中等

小

小

大

中等

中等

中等

整齐度

Uniformity

整齐

整齐

中

中

整齐

中

整齐

中

整齐

整齐

薯皮光滑度

Tuber
smoothness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略麻

光滑

光滑

芽眼深浅

Eye depth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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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各参试品种（系）产量及品质分析

2.4.1 产量分析

10个参试品种（系）田间产量变化幅度较大，

产量在 37 457~47 968 kg/hm2，‘冀张薯 14号’产

量最高，为 47 968 kg/hm2，较当地主推品种对

照‘并薯 26号’增产 4.24%；‘中薯 18号’产量最

低，为 37 457 kg/hm2，较对照减产 18.60%；10
个中晚熟品种产量分别为‘冀张薯 14号’>‘141-

4’>‘并薯 26号’>‘中薯 28号’>‘京张薯 1号’>
‘141-3’>‘中薯 22号’>‘141-2’>‘中薯 19号’>
‘中薯 18号’。从商品薯率看，各参试品种（系）

的商品薯率差异较大，‘141-2’‘141-3’和‘中薯

22号’商品薯率较低，在 80.0%以下；‘冀张薯 14
号’‘141-4’和‘并薯 26号’商品薯率较高，在

90.0%以上；其他参试品种（系）商品薯率在80.0%~
90.0%（表5）。

表5 各参试品种（系）产量及品质

Table 5 Tuber yield and quality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141-2
141-3
中薯22号
Zhongshu 22
中薯28号
Zhongshu 2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冀张薯14号
Jizhangshu 14
京张薯1号
Jingzhangshu 1
141-4
并薯26号（CK）
Bingshu 26

商品薯率
（%）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77.1
73.2
79.8

87.4

82.7

80.6

90.5

86.4

93.8
92.6

折合产量
（kg/hm2）
Equivalent
yield (kg/ha)

40 414 ± 315 d
43 012 ± 177 bc
41 020 ± 201 c

43 463 ± 123 b

38 201 ± 149 e

37 457 ± 178 e

47 968 ± 139 a

43 261 ± 200 b

47 387 ± 149 a
46 018 ± 151 ab

较CK±（%）
Compared
with CK

-12.18
-6.53
-10.86

-5.55

-16.99
-18.60

4.24

-5.99

2.97
-

位次
Rank

8
6
7

4

9

10

1

5

2
3

干物质
（%）
Dry
matter

20.54
22.91
17.41

25.13

19.05

23.71

18.68

21.52

20.83
24.54

淀粉
（%）
Starch

12.25
11.79
12.42

15.34

12.46

11.52

9.22

10.90

14.70
14.43

蛋白质
（%）
Protein

2.46
1.92
2.21

2.37

2.22

2.34

2.12

3.34

1.80
1.64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0.41
0.06
0.45

0.35

0.52

0.43

0.34

0.30

0.07
0.22

维生素C
（mg/100 g）
Vitamin C

11.79
14.57
17.23

10.96

15.42

17.35

17.81

19.12

21.80
18.25

平均隶属
函数值
Average
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
0.339 7
0.526 0
0.317 8

0.559 8

0.298 9

0.477 8

0.294 0

0.607 6

0.682 2
0.561 3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品种平均数多重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数（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法。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method was used to separate
means of varieties.

2.4.2 品质分析

各参试品种之间的干物质、淀粉、蛋白质、

还原糖和维生素C品质指标之间存在差异。干物

质含量为 17.41%~25.13%，最低为‘中薯 22号’，

排序为‘中薯 28号’>‘并薯 26号’>‘中薯 18号’>
‘141-3’>‘京张薯 1号’>‘141-4’>‘141-2’>‘中薯

19号’>‘冀张薯 14号’>‘中薯 22号’；淀粉含量为

9.22%~15.34%，同干物质含量变化趋势一致，两

者呈正相关；蛋白质含量为 1.64%~3.34%；维生

素C含量为10.96~21.80 mg/100 g（表5）。

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对各参试品种（系）

营养品质指标中的干物质、淀粉、蛋白质、还原

糖和维生素C含量进行计算，平均隶属函数值越

高表示综合营养越好，得出不同参试品种（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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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隶属函数值，结果显示，‘141-4’>‘京张薯 1
号’>‘并薯 26号’>‘中薯 28号’>‘141-3’>‘中薯

18号’>‘141-2’>‘中薯 22号’>‘中薯 19号’>‘冀

张薯 14号’（表 5）。‘141-4’和‘京张薯 1号’的平

均隶属函数值大于0.6，综合营养较好。

3 讨 论

山西省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耕层深厚、

土质疏松，这种特殊的气候、地理和土壤条件等

先天优势，一直以来是全国马铃薯主产省和优势

产区 [29]。但山西省马铃薯种植品种结构单一，目

前普遍种植品种为‘晋薯 16号’和‘青薯 9号’，由

于种植年限较长且适种品种少，造成品种退化

快、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等问题，极大限

制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7,8]。要把品种作为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加快新品种的选育

和推广，大力引进和培育新品种，推动品种更新

换代[30]。

通过对筛选的 10个马铃薯品种（系）在山西省

旱作区进行鉴定评价试验，明确了这些品种（系）

在山西省旱作区的适应性表现，可初步筛选出一

些可在山西省旱作区种植的高产、优质、综合性

状良好的品种 [31]。从生育期看，10个品种（系）生

育期较长，在 100 d以上，适宜在山西省大同市、

朔州市、吕梁市、忻州市等地马铃薯一作区春播

种植。实现高产是马铃薯新品种选育、评价及适

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从产量看，在同样的种植

条件下，各参试品种（系）间产量变化为 37 457~
47 968 kg/hm2，‘冀张薯 14号’产量最高，较当地

主推品种对照‘并薯 26号’增产 4.24%；‘中薯 18
号’产量最低，较对照减产18.60%；‘冀张薯14号’

和‘141-4’产量高于对照，可作为高产品种进行

种植。但‘冀张薯 14号’的生育期（>110 d）稍长，

收获时还有少部分花，未完全成熟，生产中可适

度控旺或育苗移栽延长生育期进行种植。从结实

性看，‘141-2’‘141-3’‘冀张薯 14号’和‘并薯 26
号’有结实，可作为旱地马铃薯育种亲本利用。

‘141-4’和‘京张薯 1号’的平均隶属函数值大于

0.6，综合营养较好。

此次试验受当地地域环境、气候环境和栽培

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所得结果

可初步作为后续品种引进和示范推广的参考，但

还需要进一步的种植试验。由于山西省地域气候

特殊，要根据山西省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有

计划有针对性地引进马铃薯优良种质资源和新品

种（系），不断丰富和提升山西省马铃薯种质资源

库，促进马铃薯品种的更新换代，进而推动马铃

薯新品种的选育、示范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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