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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Screening of New Potato Varieties with

High Quality in Panzhihu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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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Six new potato varieties (lines)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yield, disease resistance and tuber quality were

tested in order to select the potato varieties (lines)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high and cold region of Panzhihua

City. The new line 'S04-921' had resistance to early and late blight, high contents of total starch, amylose and

protein, and its yield was 34 536 kg/ha, which is 10 074 kg/ha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Mira', an increase of

41.18%. The yield of 'Yunshu 304' was 27 085 kg/ha, which is 2 623 kg/ha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Mira', with

an increase of 10.72%. 'Yunshu 304' had resistance to early and late blight, and is a variety for both fresh

consumption and chip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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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适宜攀枝花市高寒冷凉地区适宜发展的较优马铃薯品种（系），引进 6个马铃薯新品种（系），试验测定

马铃薯新品种（系）的丰产性、抗逆性和块茎品质等性状。结果表明，新品系‘S04-921’对早、晚疫病抗性强；总淀粉、直链

淀粉和蛋白质含量高，产量 34 536 kg/hm2，较对照‘米拉’增产 10 074 kg/hm2，增幅 41.18%。‘云薯 304’产量 27 085 kg/hm2，

较对照‘米拉’增产 2 623 kg/hm2，增幅为 10.72%，对早、晚疫病抗性强，是一个鲜食和薯片加工兼用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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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具有适应性广、丰产、加工价值高和

用途广泛等特点，是中国继水稻、小麦、玉米之

后的第四大粮食作物[1]。2013年中国马铃薯种植

面积达 577万 hm2，占全球种植面积的近 30%，产

量达 8 899万 t，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24%[2]。中国马

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单

产却排在第 82位[3]。中国的马铃薯育种以高产、抗

病为主要目标，几乎全部品种以高产、鲜食为主，

加工专用型品种严重缺乏[4]。高产、稳产、抗病、耐

贮和优质是中国马铃薯最重要的育种目标，专用品

质好、薯形好、芽眼浅、早熟、高产、抗病、抗逆

是重点选择方向[5]。攀枝花市种植的马铃薯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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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1 900~2 400 m的山区，同时也是攀枝花市彝

族主要居住区。该区气候冷凉，马铃薯病虫害发生

较轻，具有马铃薯繁种和发展商品薯的良好自然条

件，但是现在生产上却存在马铃薯品种单一和品种退

化严重等问题，致使马铃薯产量降低、品质下降和销

售价格低。为了增加民族地区农民的收益，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

究院2015年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引

进6个马铃薯新品种（系）进行筛选试验，为攀枝花市

中高山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系）：‘会薯11’、‘云薯304’、‘云薯

902’、‘S04-921’、‘云薯 301’、‘会薯 8’，以当地

主栽品种‘米拉’为对照。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长方

形，面积13.6 m2，每小区两厢，厢宽带沟1.0 m，厢

高 0.50 m，每厢种植两行，每个小区播种 80穴。

2015年3月20日播种， 9月28日收获，试验四周设

保护行。此外另设一个重复作为观察病害发生情况，

本重复不防治病虫害、不计入产量。病害调查区单

独种植另一田块与试验区间隔5 m。
1.2.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攀枝花市盐边县格萨拉乡韭菜坪村

马家坪组（E 27°10'27.3''，N 101°17'43.3''），中温

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9.0~11.2℃，最热月（6~7月）

平均气温为 15.0~17.1℃；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

0.6~2.8℃，年降雨量 1 600 mm左右，年蒸发量为

600~700 mm。试验地土壤类型为红壤土，前作为荞

麦，地势平坦，肥力水平中等，排灌方便。

1.2.3 种薯要求

严格挑选种薯，标准一致，来源一致。每个重

复每个参试品种采用相同种薯标准播种或切块播种，

即整薯薯重25~35 g。切块带1~2个芽，切块时淘汰

病烂薯，切刀消毒更换。

1.2.4 田间管理

施有机肥 1 000 kg/667m2。按试验设计施 1

200 kg/hm2 复合肥（N：P：K = 15：15：15），其中 50%
为基肥，剩余50%复合肥 + 150 kg/hm2尿素（N 46%）
为追肥。试验中栽培管理要求一致，同一管理措

施在同一天内完成。出苗后及时中耕除草、保持

土壤疏松，适时培土。在小区分别出现早疫病或

晚疫病发病中心株时统一喷施唏酰丙森锌 800倍
液进行防治。

1.2.5 数据分析

生长期间观察记载各品种主要农艺性状，收获

时测量鲜薯产量。主要农艺性状的调查参照《马铃薯

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6]，鲜薯产量等调查

数据品种间平均值多重比较采用SSR法。

病情指数 = [∑（各级病叶数 ×相对级数值）/（9 ×
调查总叶数）] ×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品种（系）生育期

各品种（系）从出苗至成熟时间差异较大（表1）。

生育期在96~123 d。对照‘米拉’生育期为110 d，其

中‘会薯 11’、‘云薯 304’、‘云薯 902’和‘会薯 8’较
对照生育期短，分别为 104，96，99和 102 d。其

余品种较对照晚熟。生育期最短的是‘云薯 304’，
为 96 d，较对照‘米拉’提前 14 d成熟；生育期最长

的是‘S04-921’，为 123 d，较对照‘米拉’推迟 13 d
成熟。

2.2 不同品种（系）薯块性状及抗病性

参试的各品种（系）表皮均较光滑、芽眼浅；从薯

块大小来看：‘会薯 11’、‘云薯 304’、‘云薯 902’、
‘S04-921’、‘云薯 301’和‘会薯 8’大、中薯较多，

薯块整齐度中等，而对照‘米拉’大、中薯中等，薯

块整齐度较差。从薯块空心程度来看：‘云薯301’薯
块空心程度较高，而其他参试品种（系）薯块均无空

心现象。引进的 6个品种均为黄皮黄肉，符合攀枝

花市的消费习惯。

攀枝花市主要种植马铃薯的月份是在 3~4月，

马铃薯主要的生长季节是 5~9月，雨水较多，因此

疫病是影响马铃薯在攀枝花市生产的重要因素。从

各品种早疫病的病情指数来看：‘S04-921’早疫病的

病情指数最低为7.45，其次为‘云薯304’早疫病的病

情指数为8.64，‘云薯902’和‘米拉’早疫病的病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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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Variety (line)
会薯11 Huishu 11
云薯304 Yunshu 304
云薯902 Yunshu 902
S04-921
云薯301 Yunshu 301
会薯8 Huishu 8
米拉（CK）Mira

播种期（D/M）
Sowing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出苗期（D/M）
Emergence
27/04
16/04
22/04
01/05
29/04
25/04
17/04

现蕾期（D/M）
Bud flower
25/05
09/05
13/05
01/08
20/07
24/05
29/05

开花期（D/M）
Flowering
06/06
16/05
20/05
11/08
29/07
04/06
09/06

成熟期（D/M）
Maturity
09/08
20/07
30/07
01/09
23/08
05/08
05/08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104
96
99
123
116
102
110

表1 不同品种（系）马铃薯生育期

Table 1 Phenophase of different potato varieties (lines)

数较高，分别为 25.13和 22.46。从晚疫病的病情指

数来看：‘S04-921’晚疫病的病情指数最低为11.45，
‘云薯304’晚疫病的病情指数次之，为14.44，‘云薯

902’和‘米拉’晚疫病的病情指数较高，分别为42.30
和 55.26。综合早疫病和晚疫病抗性，‘会薯 11’、

‘云薯 304’、‘S04-921’、‘云薯 301’和‘会薯 8’抗
早疫病和晚疫病较好，而‘米拉’和‘云薯902’抗性

较弱（表2）。
2.3 不同品种（系）薯块产量性状

‘S04-921’产量和‘会薯 11’、‘米拉’之间差异

显著；‘云薯304’、‘云薯902’、‘S04-921’、‘云薯

301’和‘会薯8’产量之间差异不显著，引进的6个品

种（系）产量均较对照‘米拉’高，其中‘S04-921’居第

1位，折合总产 34 536 kg/hm2，较对照‘米拉’产量

24 462 kg/hm2增产 10 074 kg/hm2，增幅 41.18%，与

对照‘米拉’相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会薯8’产量居

第 2位，折合总产 28 825 kg/hm2，较对照‘米拉’增

产4 363 kg/hm2，增幅为17.84%。‘云薯304’产量居

第 5位，折合总产 27 085 kg/hm2，较对照‘米拉’增

产2 623 kg/hm2，增幅为10.72%。

品种（系）

Variety (line)

会薯11
Huishu 11
云薯304
Yunshu 304
云薯902
Yunshu 902
S04-921
云薯301
Yunshu 301
会薯8
Huishu 8
米拉（CK）
Mira

薯形

Tuber
shape

椭圆

扁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长椭圆

椭圆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肉色

Flesh col⁃
or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薯皮类型

Skin
type

较光滑

较光滑

较光滑

较光滑

较光滑

较光滑

较光滑

芽眼深浅

Eye
depth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薯块大小

Tuber
size

大、中薯多

大、中薯多

大、中薯多

大、中薯多

大、中薯多

大、中薯多

大、中薯中

薯块空心

Tuber hol⁃
low heart

否

否

否

否

有

否

否

薯块整齐度

Tuber
uniformity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差

早疫病病情指数

Early blight
disease index

12.40

8.64

25.13

7.45

14.73

13.28

22.46

晚疫病病情指数

Late blight
disease index

18.60

14.44

42.30

11.45

20.76

17.40

55.26

表2 不同品种（系）薯块性状及抗病性

Table 2 Tuber characters and disease resistances of different potato varieties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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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薯率来看，引进的6个品种（系）商品薯率

均较对照‘米拉’高，其中‘会薯8’为最高，商品薯率

为 88.28%，‘云薯 304’次之，商品薯率为 84.95%，

而对照‘米拉’商品薯率最低，为76.81%（表3）。
2.4 不同品种（系）薯块化学成分

在各参试品种中，总淀粉、直链淀粉和蛋白

质含量以‘S04-921’为最高，分别为 66.8%、21.2%
和 2.88%；‘会薯 11’总淀粉、直链淀粉含量排第

二，分别为 65.6%和 18.1%，支链淀粉含量排第

一，为47.5%。

‘云薯 301’总淀粉、支链淀粉和还原糖含量均

为最低，分别为 57.0%、42.1%和 0.112%。‘云薯

304’和‘云薯301’总淀粉含量和支链淀粉含量较低，

分别为59.0%和57.0%，45.2%和42.1%。对照‘米拉

’的还原糖含量最高，为0.306%，干物质含量最低，

为18.6%（表4）。

品种（系）

Variety (line)

会薯11
Huishu 11
云薯304
Yunshu 304
云薯902
Yunshu 902
S04-921
云薯301
Yunshu 301
会薯8
Huishu 8
米拉（CK）
Mira

大薯（kg）
Large-sized
tuber
19.00

20.33

22.47

25.87

22.73

24.60

14.47

中薯（kg）
Medium-sized
tuber
9.87

11.03

10.30

12.37

9.40

10.20

10.90

小薯（kg）
Small-sized
tuber
5.73

5.47

6.40

8.73

5.80

4.40

7.90

小区产量

（kg/13.6m2）
Plot yield
34.60 b

36.83 ab

39.17 ab

46.97 a

37.93 ab

39.20 ab

33.27 b

折合产量（kg/hm2）
Equivalent yield
(kg/ha)
25 442

27 085

28 800

34 536

27 894

28 825

24 462

较对照增减（%）
Increased percentage
compared with CK
4.01

10.72

17.73

41.18

14.03

17.84

-

较对照增减（kg）
Increased yield
compared with CK
980

2 623

4 338

10 074

3 432

4 363

-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83.65

84.95

83.69

81.14

84.82

88.28

76.81

品种（系）

Variety (line)
会薯11 Huishu 11
云薯304 Yunshu 304
云薯902 Yunshu 902
S04-921
云薯301 Yunshu 301
会薯8 Huishu 8
米拉（CK）Mira

总淀粉（%）
Total starch
65.6
59.0
61.4
66.8
57.0
59.2
63.0

直链淀粉（%）Am⁃
ylose
18.1
13.8
14.4
21.2
14.9
12.8
16.3

支链淀粉（%）
Amylopectin
47.5
45.2
47.0
45.6
42.1
46.4
46.7

维生素（mg/100g）
Vitamin C
9.3
9.3
8.0
11.3
8.7
12.0
9.3

蛋白质（%）Pro⁃
tein
2.22
2.54
2.68
2.88
2.43
2.82
2.47

还原糖（%）Re⁃
ducing sugar
0.219
0.122
0.124
0.119
0.112
0.256
0.306

干物质（%）
Dry matter
22.3
23.2
23.5
26.1
23.1
21.9
18.6

表3 不同品种（系）薯块产量性状

Table 3 Tuber yield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potato varieties (lines)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在0.05水平显著。块茎质量大于70 g为商品薯。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0.05 level of probability. Tuber weighting more than 70 g is considered as marketable tuber.
表4 不同品种（系）薯块化学成分

Table 4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potato varieties (lines)

注：总淀粉含量以烘干样计。

Note: Total starch content is expressed on the basis of dr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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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世界发达马铃薯主产国马铃薯平均单产为

45 t/hm2，最高可达 65 t/hm2，而中国仅为 14 t/hm2，

因此具有很大的增产空间 [7]。氮素在叶片中的分

配率以苗期为最高 [8]，因此在苗期用 150 kg/hm2尿

素为追肥，以保证马铃薯苗的正常营养需要。

氮、磷、钾肥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明显，因此表现

在结薯个数多，大中薯比例高，单株产量明显提

高等特性 [9]。从试验结果来看，‘S04-921’薯皮较

光滑，芽眼浅，薯块大、中薯多，薯块不空心，

小区产量居第 1位，折合总产 34 536 kg/hm2，较

对照产量增产 10 074 kg/hm2，增幅 41.18%，并且

对早疫病和晚疫病抗性较好，可进行下一步的示

范推广种植。

‘云薯 301’产量较高，对早疫病和晚疫病抗

性较好，但是大薯空心率较高，因此有必要就

‘云薯 301’的栽培措施进一步研究。

‘云薯 304’和‘云薯 301’总淀粉含量和支链淀

粉含量较低，分别为 59.0%和 57.0%， 45.2%和

42.1%。加工食品油炸的专用马铃薯品种要求成

品马铃薯块中还原糖不能高于鲜重的 0.4%，过高

的还原糖会与游离的氨基反应使马铃薯的颜色变

得焦黄甚至发黑。‘云薯 304’和‘云薯 301’还原糖

含量较低。另外，‘云薯 304’和‘云薯 301’丰产性

较好，产量均比对照高，并且对早疫病和晚疫病

抗性较好。近年来，中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逐年

增加，根据马铃薯的市场波动，各地区也不断的

对品种结构进行调整 [10]。目前，中国马铃薯的专

用品种非常短缺，数据显示，中国专用马铃薯品

种的种植比例仅有 6.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超过

50%的专用马铃薯品种种植比例 [2]。另一个方面，

也有研究指出，马铃薯是主食营养结构转型升级

的重要选择 [11]。但是，‘云薯 301’大薯空心率较

高，因此‘云薯 304’可以作为加工薯片型品种进

行大面积推广种植。

攀枝花市马铃薯最适种植时间为 3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即清明节前种植。此期种植可以利用清

明时节的雨水，提高土壤墒情，从而提高马铃薯

的发芽率，有利于后期马铃薯的苗齐、苗壮，为

以后的高产打下基础。

攀枝花市马铃薯生育期主要在雨季，‘S04-
921’和‘云薯 304’丰产性好，抗早、晚疫病。马

铃薯也是攀枝花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赖以生

存的粮食和主要的经济作物，因此在攀枝花中高

山地区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对保证攀枝花贫困

山区农民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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