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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Breeding of a New Late Maturing Potato Variety 'Qianyu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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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Qianyu 9' is a new table potato variety, which was bred and developed by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Guizho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2009, a cross was made between 'Tacna' (female) and 'Victoria' (male), and thereafter,

selections were carried out. It passed the national non major crop variety registration in 2021 [GPD potato (2021)

520110]. The growth duration of the variety is about 104 days, with oval tubers, yellow skin, medium yellow flesh, few

and shallow eyes, and 91.18% of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Tuber contains 18.20% of dry matter, 14.84% of starch,

2.45% of protein, 0.05% of reduced sugar, and 17.20 mg/100 g of vitamin C. 'Qianyu 9' is resistant to late blight, potato

virus X and potato virus Y. From 2019 to 2020, the average yield in the regional joint trial of potato varie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was 2 104 kg/667m2. 'Qianyu 9' i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medium and high altitude (800- 2 600 met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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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芋9号’是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共同选育的马铃薯鲜

食新品种。2009年以‘Tacna’为母本，‘Victoria’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2021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GPD马铃薯

（2021）520110]。该品种生育期104 d左右，块茎卵圆形，薯皮黄色，薯肉中等黄色，芽眼少且浅，商品薯率91.18%。块茎干物

质含量18.20%，淀粉含量14.84%，蛋白质含量2.45%，还原糖含量0.05%，维生素C含量17.20 mg/100 g。‘黔芋9号’对晚疫

病、X病毒和Y病毒的抗性等级均为抗病（R）。2019~2020年在贵州省马铃薯品种区域联合试验中平均产量2 104 kg/667m2。‘黔

芋9号’适宜在贵州省中高海拔800~2 600 m地区及生态条件类似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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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因为特殊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条件，

马铃薯成为继水稻、玉米之后的第三大粮食作

物。但贵州省省内自育品种较少、种薯企业逐年

减少导致新品种推广缓慢、缺乏精深加工等瓶

颈问题，使贵州省由马铃薯种植大省迈向马铃薯

强省较为困难。针对这些问题积极开展马铃薯新

品种培育工作，选育出了优质多抗丰产性好的马

铃薯新品种‘黔芋 9号’，该品种商品薯率高、还

原糖含量低、芽眼少而浅、食味品质佳，市场潜

力大。

1 选育过程

‘黔芋 9号’是以高抗晚疫病品种‘Tacna’为母

本，‘Victoria’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和系统选育而

获得的马铃薯新品种。2009年构建杂交群体并收

获实生籽；2010年进行实生苗培育，完成植株与

块茎性状初步鉴定，收取性状较好的 1套家系记

为 09305；2011年将 09305家系播种并对各材料

性状进一步鉴定并综合筛选，入选其中一份优异

单株，定名为 09305-619；2012~2014年在威宁

经过多年无性系筛选；2015~2016年进行品系比

较试验，并完成田间调查鉴定、晚疫病抗性鉴

定、产量和品质检测；2017~2018年对该无性系

进行脱毒繁种；2019~2020年在贵州省完成马铃薯

区域联合试验。09305-619在所有参试材料中产量

居第1位，中抗晚疫病。2021年 09305-619通过国

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命名为‘黔芋 9号’，

登记编号：GPD马铃薯（2021）520110。
2 特征特性

‘黔芋 9号’是晚熟品种，生育期 104 d左右。

植株半直立且长势较强，单株主茎数4.3个，株高

63.2 cm左右，茎叶绿色，花冠淡紫色，天然结实

性弱。块茎卵圆形，薯皮黄色，薯肉中等黄色，

芽眼少且浅，结薯集中，单株结薯数 4.8个左右，

平均单薯重126.05 g，商品薯率91.18%。

3 产量表现

‘黔芋 9号’在 2019~2020年贵州省马铃薯品

种区域联合试验中，产量在所有参试材料中居第

1位。试验点共 5个，分别为威宁、毕节、六盘

水、贵阳和长顺。试验方式为2年10点试验，‘黔

芋 9号’第一生长周期平均产量 2 068 kg/667m2，

较对照‘威芋 5号’（1 545 kg/667m2）增产 33.85%；

第二生长周期平均产量 2 141 kg/667m2，较对照

‘威芋 5号’（1 552 kg/667m2）增产 37.96%。2年平

均产量 2 104 kg/667m2，较对照‘威芋 5号’平均

（1 548 kg/667m2）增产35.91%。

4 品质分析及抗性鉴定

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昆

明）测定，‘黔芋9号’块茎干物质含量18.20%，淀

粉含量 14.84%，蛋白质含量 2.45%，维生素 C含

量17.20 mg/100 g，还原糖含量0.05%。

经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鉴定，

‘黔芋 9号’对X病毒和Y病毒的抗性等级均为抗

病（R）；经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黔芋 9
号’晚疫病的抗性等级为抗病（R）。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地块选择

‘黔芋 9号’适宜在土质疏松且肥沃地块种

植，土壤耕深应达到 28~35 cm，灌溉排水方便，

避免重茬。

5.2 播种定植

宜选用一级种，如需切块应做好刀具和块茎

切口包衣消毒；贵州省中高海拔地区播种通常在2
月下旬至 3月下旬，基肥以农家肥配合化肥施用，

并根据当地土壤肥力状况科学施用氮磷钾肥。宜大

垄双行种植，种植密度3 500~3 800株/667m2。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area with similar ec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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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田间管理

出苗后植株高 8~10 cm时应追施提苗肥，及

时中耕除草促进发棵和结薯。幼苗期、块茎形成

期为促进茎叶迅速生长，土壤水分应保持在田间

最大持水量的 70%~80%，利于对氮、磷、钾的吸

收。块茎膨大期，土壤含水量应在田间最大持水

量的 80%左右。接近收获时降至 50%~60%，利于

块茎周皮老化而便于收获。生长期间注意预防晚

疫病。

5.4 收 获

收获前 1周进行杀秧除草，利于晒地并加快

薯皮老化。收获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机械损伤，及

时挑除腐烂薯块，防止薯块被阳光长时间暴晒，

提高贮藏效果。

6 适宜种植区域

‘黔芋9号’适宜在贵州省中高海拔800~2 600 m
地区及生态环境类似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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