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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Limitation of varieties is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west-Guangdong. In

order to screen out high-quality potato varieties suitable for winter planting in west-Guangdong, 14 new potato varieties

of the Zhongshu series were introduced and tested by using 'Favorita' as a control. Among all the tested varieties,

'Zhongshuzao 39', 'Zhongshu 681' and 'K6' had the best bulk properties, with yields of 2 118, 2 053 and 2 031 kg/667m2,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39.80% , 35.51% and 34.05%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variety. Therefore, the three

varieties are suitable for popularizing and planting in west-Guangdong. The yields of 'Zhongshu 26', 'Zhongshu 28' and

'Zhongshuhong 3' were 1 622, 1 596 and 1 556 kg/667m2, which were 7.06%, 5.35% and 2.7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variety, respectively. However, further experiments are requir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have promotion value.

Other varieties should not be promoted and planted in west-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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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品种单一是粤西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筛选出适合粤西地区冬种的优质马铃薯品种，以‘费

乌瑞它’为对照，引进 14个中薯系列马铃薯新品种进行了品比试验。结果表明，‘中薯早 39’‘中薯 681’和‘K6’综合性状最

佳，产量分别为2 118，2 053和2 031 kg/667m2，分别较对照增产39.80%、35.51%和34.05%，适宜粤西地区推广种植。‘中薯

26’‘中薯28’和‘中薯红3号’产量分别为1 622，1 596和1 556 kg/667m2，分别较对照增产7.06%、5.35%和2.71%，需进一步

试验确定是否有推广价值。其余品种不宜在粤西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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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中国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第四

大主粮作物，其产量与营养价值均较高，适应能

力强，且耐贮藏，在中国种植面积最大 [1]。冬作

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占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4%
左右，冬种马铃薯是广东省马铃薯产业最具有竞

争优势的农作物之一，因其对土地适应能力较

强，生产周期短，利用冬闲田能快速收获等优

势 [2,3]，近年来成为冬种效益农业的亮点。另外在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

下，推广冬季马铃薯种植对确保粮食安全，促进

农村地方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4]。

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属于热

带北缘季风气候，终年受海洋气候的调节，年平

均气温在 22.7~23.5℃，4~9月为多雨季节，8月雨

量最多，10月~次年 3月雨量较少 [5]。多年来，粤

西地区冬种马铃薯主栽品种为‘费乌瑞它’和‘大

西洋’[6]，这 2个品种虽然综合性状好，产量较稳

定，但由于连年种植其抗病性逐年减弱 [7]，表现

为产量降低和品质下降，严重影响到种植户的收

入。因此，加快优质、高产马铃薯新品种的引进

和推广，是目前解决粤西地区马铃薯品种单一和

促进粤西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有

力手段，对广东省冬种马铃薯安全生产、保障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8]。为筛

选出适宜粤西地区冬种的马铃薯新品种，加快品

种创新，本试验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引进 14个马铃薯新品种进行品比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的中薯系列马铃薯品种共计 14个，分别

为：‘中薯红 3号’‘中薯 26’‘中薯 27’‘中薯 28’
‘中薯早 39’‘中薯早 43’‘中薯 263’‘中薯 276’‘中

薯 567’‘中薯 681’‘中薯紫 2号’‘中薯紫 4号’‘中

薯紫5号’和‘K6’，以广东省主栽品种‘费乌瑞它’作

为对照。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21年12月11日播种，2022年4月8日
收获。试验地位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

物研究所马铃薯育种基地，N 21°10′、E 110°16′4″、
海拔 30 m。试验地土壤为砖红壤土，肥力中等。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9]，每个品种设

为 1个处理，3次重复，共计 15个处理，45个小

区。小区长 4.5 m，宽 3 m，小区面积 13.5 m2，行

距为 0.6 m，株距为 0.25 m，每小区种 5行，每行

种 18株，共 90株，种植密度 66 000株/hm2，全试

验净面积 607.50 m2。各重复间及四周设走道，宽

度 0.5 m，四周设保护行。

采用拖拉机犁、耙和拖沟，沟施肥料。肥料

按有机肥（发酵羊粪，总养分≥5%，有机质≥
45%）2 250 kg/hm2、复合肥（N:P2O5:K2O = 15:15:
15）900 kg/hm2、尿素（总氮≥46.40%）150 kg/hm2的

标准，播种时一次性施入播种沟内。采用滴灌方

式进行灌溉，每 7 d浇水 2次，收获前 7~10 d停止

浇水。整个生育期中耕除草 2次。

用 10~15 mg/kg赤霉素浸种 20~30 min后晾干，

待种薯芽长0.5~1.0 cm时即可进行切薯[10,11]。实行切

块播种，切块后用滑石粉和甲基托布津混合（比

例为 1:50 g/g）拌种。

1.3 数据采集和处理

观测记录各品种物候期（出苗期、现蕾期、

开花期及成熟期），在现蕾 10 d后观测各品种形

态特征及田间性状，收获时记录各品种块茎性

状。出苗率在苗期和现蕾期观测，主茎数和株高

分别在开花期和盛花期观测，每小区观测 10株。

收获时每小区取样 20株，测定单株块茎重量、单

株结薯个数及块茎平均重量。实收每个小区的全

部马铃薯块茎，其产量为实测产量[12]。

数据采用Excel 2010处理，运用 SPSS Statistics
2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

参试品种播种期均为 2021年 12月 11日。出

苗期均在 2022年 1月上旬，其中出苗最早的品种

为‘K6’‘中薯早 39’和‘中薯早 43’，于 2022年 1
月 1日出苗；出苗最晚的品种为‘中薯 567’，于

2022年 1月 8日出苗。‘中薯 263’未现蕾，其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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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植株形态特征

‘K6’‘中薯 263’‘中薯 27’‘中薯 276’和‘中薯

早43’的茎色为褐色带绿网；‘中薯681’‘中薯567’
‘中薯早 39’和‘中薯紫 2号’的茎色为绿色带褐色，

对照为绿色；其余品种茎的颜色为浅紫色。

‘中薯 681’和‘中薯 567’均能正常开花，花繁

茂性表现为中等，‘K6’和‘中薯紫 5号’品种表现

为少花；‘中薯 263’表现为无蕾，其余品种花蕾

自然脱落。‘中薯 681’‘中薯 567’和‘K6’品种花

冠色为白色，‘中薯紫 5号’花冠色为浅紫色，这

4个品种开花后，花朵自然脱落，均不能正常结

实（表 2）。

2.3 田间性状

各 参 试 品 种 的 田 间 出 苗 率 在 79.26% ~
95.93%，‘K6’‘中薯 681’‘中薯 28’和‘中薯早 39’
出苗率均在 90%以上，‘中薯 276’出苗率最低，

为 79.26%。

各品种中株高最高的是‘K6’，为 47.51 cm；

最低的是‘中薯紫 2号’，为 25.62 cm。

‘K6’‘中薯 26’和‘中薯早 39’茎粗均大于

10.0 mm，其中‘中薯早 39’最粗，为 11.43 mm，

其余品种的茎粗均低于 10.0 mm，茎粗最细的品

种为‘中薯紫 2号’，为 8.29 mm。

各参试品种的主茎数均少于对照，其中‘中

薯早 39’主茎数最多，为 2.40个；‘中薯 28’主茎

数最少，为 1.28个。

单株块茎数多于对照的品种有‘中薯 681’‘中

薯 26’‘中薯早 39’，其中‘中薯 26’的单株块茎

数最多，为 7.05个/株；其余品种的单株块茎数

少于对照，‘中薯早 43’的单株块茎数最少，为

3.82个/株。

‘中薯紫 2号’‘中薯紫 4号’和‘中薯紫 5号’的

单株块茎重低于对照，其余品种均高于对照。

‘中薯早 39’单株块茎重最高，为 670.83 g/株；

品种

Variety

K6
费乌瑞它（CK）Favorita
中薯681 Zhongshu 681
中薯26 Zhongshu 26
中薯263 Zhongshu 263
中薯27 Zhongshu 27
中薯276 Zhongshu 276
中薯28 Zhongshu 28
中薯567 Zhongshu 567
中薯红3号 Zhongshuhong 3
中薯早39 Zhongshuzao 39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紫2号 Zhongshuzi 2
中薯紫4号 Zhongshuzi 4
中薯紫5号 Zhongshuzi 5

播种期

（D/M）
Sowing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2

出苗期

（D/M）
Emergence
01/01
04/01
02/01
03/01
02/01
03/01
03/01
02/01
08/01
03/01
01/01
01/01
05/01
03/01
02/01

现蕾期

（D/M）
Bud flower
16/01
24/01
18/01
28/01
未现蕾

27/01
20/01
22/01
28/01
26/01
18/01
19/01
29/01
22/01
25/01

开花期

（D/M）
Flowering
26/01
-
07/02
-
-
-
-
-
02/02
-
-
-
-
-
04/02

成熟期

（D/M）
Maturity
18/03
05/03
18/03
19/03
09/03
22/03
11/03
06/03
20/03
23/03
05/03
09/03
02/03
08/03
11/03

收获期

（D/M）
Harvesting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生育期

（d）
Growth duration
77
61
76
76
67
79
68
64
72
80
64
68
57
65
69

表1 不同马铃薯品种物候期

Table 1 Phenophase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种于2022年1月16~29日现蕾。现蕾后，只有‘K6’
‘中薯 681’‘中薯 567’和‘中薯紫 5号’能够正常开

花。14个参试品种的生育期，除了‘中薯紫 2号’

短于对照，生育期为 57 d，其余品种均长于对

照；生育期最长品种为‘中薯红 3号’，生育期为

80 d（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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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薯紫 2号’最低，为 373.00 g/株。

‘中薯 26’块茎平均重低于对照，为 68.42 g，
其余品种均高于对照。‘K6’的块茎平均重最高，

为 131.82 g（表 3）。

表3 不同马铃薯品种田间性状

Table 3 Field character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K6
费乌瑞它（CK）Favorita
中薯681 Zhongshu 681
中薯26 Zhongshu 26
中薯263 Zhongshu 263
中薯27 Zhongshu 27
中薯276 Zhongshu 276
中薯28 Zhongshu 28
中薯567 Zhongshu 567
中薯红3号 Zhongshuhong 3
中薯早39 Zhongshuzao 39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紫2号 Zhongshuzi 2
中薯紫4号 Zhongshuzi 4
中薯紫5号 Zhongshuzi 5

茎色

Stem color
褐色带绿网

绿

绿色带褐色

浅紫

褐色带绿网

褐色带绿网

褐色带绿网

浅紫

绿色带褐色

浅紫

绿色带褐色

褐色带绿网

绿色带褐色

浅紫

浅紫

叶色

Leaf color
绿

浅绿

绿

深绿

绿

浅绿

绿

浅绿

绿

浅绿

绿

深绿

浅绿

浅绿

浅绿

花繁茂性

Flower frequency
少花

落蕾

中

落蕾

无蕾

落蕾

落蕾

落蕾

中

落蕾

落蕾

落蕾

落蕾

落蕾

少花

花冠色

Corolla color
白

无

白

无

无

无

无

无

白

无

无

无

无

无

浅紫

结实性

Berry set
未结实

无

未结实

无

无

无

无

无

未结实

无

无

无

无

无

未结实

品种

Variety

K6
费乌瑞它（CK）Favorita
中薯681 Zhongshu 681
中薯26 Zhongshu 26
中薯263 Zhongshu 263
中薯27 Zhongshu 27
中薯276 Zhongshu 276
中薯28 Zhongshu 28
中薯567 Zhongshu 567
中薯红3号 Zhongshuhong 3
中薯早39 Zhongshuzao 39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紫2号 Zhongshuzi 2
中薯紫4号 Zhongshuzi 4
中薯紫5号 Zhongshuzi 5

出苗率（%）

Emergence
percentage

92.96
85.93
92.59
84.44
85.93
83.70
79.26
92.22
82.59
85.56
95.93
84.07
83.70
80.74
80.74

株高（cm）
Plant
height

47.51
32.08
37.08
38.01
39.24
29.39
32.37
34.52
40.96
35.88
39.86
28.62
25.62
28.15
29.84

茎粗（mm）
Stem
diameter

10.98
9.32
9.52

10.02
9.70
8.62
9.14
9.78
9.94
9.75

11.43
9.23
8.29
9.20
9.49

主茎数

（No.）
Main stem
number
1.30
2.58
2.00
2.13
1.70
1.53
1.40
1.28
1.65
1.67
2.40
1.72
1.72
1.92
1.72

单株块茎数

（个/株）

Tuber number
per plant (No./plant)
4.87
5.68
6.03
7.05
4.68
5.58
3.85
4.43
5.45
5.67
6.23
3.82
4.98
5.02
5.07

单株块茎重

（g/株）

Tuber weight
per plant (g/plant)
641.50
407.00
654.83
482.33
442.00
423.50
409.50
430.67
494.83
436.17
670.83
408.33
373.00
396.67
405.33

块茎平均重

（g）
Mean tuber
weight
131.82
71.61

108.54
68.42
94.38
75.85

106.36
97.14
90.80
76.97

107.62
106.99
74.85
79.07
80.00

表2 不同马铃薯品种植株形态特征

Table 2 Pla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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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块茎性状

‘中薯 681’和‘中薯紫 2 号’薯形为扁圆形，

‘中薯红 3号’薯形为棍棒形，‘中薯 27’和‘中薯

早 43’薯形为椭圆形，‘中薯 276’‘中薯紫 4 号’

‘中薯紫 5号’和对照‘费乌瑞它’薯形为卵形，其

余品种薯形为倒卵形。

‘中薯 26’‘中薯 28’和‘中薯红 3号’皮色为红

色，‘中薯紫 2号’‘中薯紫 4号’和‘中薯紫 5号’皮

色为紫色，其余品种皮色均为黄色。

‘中薯红 3号’肉色为粉色，‘中薯紫 2号’肉

色为白色带紫色环状，‘中薯紫 4号’和‘中薯紫 5
号’肉色为紫色带白色环状，‘中薯 263’和‘中薯

28’肉色为白色，其余品种肉色为黄色或浅黄色。

‘K6’和‘中薯早 39’芽眼深，‘中薯紫 2号’和

对照‘费乌瑞它’芽眼中等，其余 11个品种芽眼均

为浅。

‘中薯 263’和‘中薯紫 4号’的薯皮类型为麻，

‘中薯567’‘中薯28’‘中薯276’和对照‘费乌瑞它’薯

皮类型为光滑，其余品种薯皮类型为略麻。

商品薯率高于对照‘费乌瑞它’的品种有‘K6’
‘中薯 681’‘中薯早 39’和‘中薯 567’，商品薯率

分别为 87.74%、88.68%、88.75%和 90.03%，其余

品种商品薯率均低于对照，‘中薯 263’的商品薯

率最低，为 67.08%（表 4）。

品种

Variety
K6
费乌瑞它（CK）Favorita
中薯681 Zhongshu 681
中薯26 Zhongshu 26
中薯263 Zhongshu 263
中薯27 Zhongshu 27
中薯276 Zhongshu 276
中薯28 Zhongshu 28
中薯567 Zhongshu 567
中薯红3号 Zhongshuhong 3
中薯早39 Zhongshuzao 39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紫2号 Zhongshuzi 2
中薯紫4号 Zhongshuzi 4
中薯紫5号 Zhongshuzi 5

薯形

Tuber shape
倒卵

卵

扁圆

倒卵

倒卵

椭圆

卵

倒卵

倒卵

棍棒

倒卵

椭圆

扁圆

卵

卵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黄

红

黄

黄

黄

红

黄

红

黄

黄

紫

紫

紫

肉色

Flesh color
黄

浅黄

浅黄

黄

白

黄

黄

白

黄

粉

黄

浅黄

白色带紫色环状

紫色带白色环状

紫色带白色环状

芽眼深浅

Eye depth
深

中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深

浅

中

浅

浅

薯皮类型

Skin type
略麻

光滑

略麻

略麻

麻

略麻

光滑

光滑

光滑

略麻

略麻

略麻

略麻

麻

略麻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87.74
86.18
88.68
84.15
67.08
70.31
78.63
80.31
90.03
83.12
88.75
83.66
75.48
73.80
70.40

表4 不同马铃薯品种块茎性状

Table 4 Tuber character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2.5 产 量

‘中薯早 39’‘中薯 681’和‘K6’产量居前

3 位，分别为 2 118，2 053和 2 031 kg/667m2，分

别较对照增产 39.80%、35.51%、34.05%，3个品

种之间差异不显著，与对照差异极显著。‘中薯

紫 2号’‘中薯紫 4号’和‘中薯紫 5号’产量均低于

对照品种‘费乌瑞它’，其中‘中薯紫 2号’产量最

低，仅为 1 359 kg/667m2，较对照减产 10.30%（表

5）。‘中薯 26’‘中薯 28’和‘中薯红 3号’，产量分

别为 1 622，1 596和 1 556 kg/667m2，分别较对照

增产 7.06%、5.35%和 2.71%，但与对照间差异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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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冬种马铃薯是广东省典型的效益农业，除了

冬季种植期间，其他季节多数高温多雨，病虫害时

有发生，导致退化 [13]。针对以上问题，课题组筛

选出了高抗青枯病的马铃薯新品种‘华薯 12号’，

虽然其产量高，抗病性强，但是其芽眼较深，商

品性状较差，依然不适宜大面积推广 [2,14]，但该品

种为热区马铃薯抗青枯病育种提供了良好的育种

材料。

本试验针对冬作区马铃薯品种类型单一，商

品性状差，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等问题，筛选适宜

冬作区播种的马铃薯品种。结果表明，各参试品

种生育期均未超过 80 d，属于早熟品种，适合冬

作区短日照条件下种植，其中‘中薯早 39’‘中薯

681’和‘K6’产量排前 3位，分别为 2 118，2 053
和2 031 kg/667m2，较对照分别增产39.80%、35.51%
和 34.05%，与对照差异极显著。这 3个品种出苗

率高、薯形好，商品薯率均达 85%以上，综合性

状突出，下一步可以作为杂交育种材料与抗青枯

病材料‘华薯 12号’杂交，以期获得商品性状好且

抗青枯病的优质马铃薯品种。

‘中薯 26’‘中薯 28’和‘中薯红 3号’，产量分

别为 1 622，1 596和 1 556 kg/667m2，分别较对照

增产 7.06%、5.35%和 2.71%，并且‘中薯 26’‘中

薯 28’和‘中薯红 3号’薯皮为红色。近年来，广

东省内马铃薯消费也从原来认可的黄皮黄肉逐渐

开始接受红皮黄肉、白肉的品种，引进红皮马铃

薯品种，满足了市场需求，也可以为农民科学的选

种、用种提供新的思路与想法[15]。此外，‘中薯紫

2号’为白色带紫色环状肉，‘中薯紫 4号’和‘中

薯紫5号’为紫色带白色环状肉，说明以上品种花青

素含量较高，虽然其产量较低，但可以通过调节

种植密度，控制施肥量等来改良栽培措施和管理

模式，从而增加产量，将来也可将其作为育种材

料进行彩色马铃薯杂交选育，满足高端、特色马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0.01水平差异极显著。采用新复极差法测验。

Not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and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as tested using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method.

表5 不同马铃薯品种产量

Table 5 Tuber yield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K6
费乌瑞它（CK）Favorita
中薯681 Zhongshu 681
中薯26 Zhongshu 26
中薯263 Zhongshu 263
中薯27 Zhongshu 27
中薯276 Zhongshu 276
中薯28 Zhongshu 28
中薯567 Zhongshu 567
中薯红3号 Zhongshuhong 3
中薯早39 Zhongshuzao 39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紫2号 Zhongshuzi 2
中薯紫4号 Zhongshuzi 4
中薯紫5号 Zhongshuzi 5

小区产量（kg/13.5 m2）

Plot yield
41.11
30.67
41.56
32.84
31.02
30.84
29.01
32.31
31.01
31.49
42.86
30.43
27.50
28.15
28.97

折合产量（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2 031 aA
1 515 bcdeBCD
2 053 aA
1 622 bB
1 533 bcdeBCD
1 524 bcdeBCD
1 433 cdeBCD
1 596 bcBCD
1 532 bcdeBCD
1 556 bcdBCD
2 118 aA
1 504 bcdeBCD
1 359 eD
1 391 deCD
1 431 cdeBCD

较对照增产（kg/667m2）

Compared to control
516
-
538
107
18
9

-82
81
17
41

603
-11

-156
-124
-84

增产率（%）

Yield increase percentage
34.05
0

35.51
7.06
1.19
0.59

-5.41
5.35
1.12
2.71

39.80
-0.73

-10.30
-8.18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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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消费市场多样性的需求。以上品种是一年的

调查数据，需进一步试验确定是否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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