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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Breeding of New Potato Variety 'Jinshu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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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Jinshu 29' is a new potato variety with high yield, middle late maturity, which was selected by Xixia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Shan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Wuzha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Shan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rom a cross using 'Hutou' as a female parent and 'Jinshu 14' as a

male parent made in 2005. In 2015, it passed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rop Variety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ommitte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No.: Jinshenshu 2015006). The growth duration of the

variety is 114 d, and the plant type is semi erect, with strong growth vigor. The tuber is flat and round, and skin color is

pale yellow with white flesh, smooth skin, and shallow eyes. Tuber shows no crack and hollow heart symptoms and

stolons are short. The average yield in production trials was 32 195 kg / ha, which is 20.30%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Jinshu 16'. The dry matter content of tuber is 15.60%, starch content 9.58%, vitamin C content 14.60 mg/100g,

reducing sugar content 0.98%, and protein content 2.07%. It is middle resistance to early blight, and resistant to late

blight, viral diseases and black leg. This variety i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the one cropping reg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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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晋薯29号’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隰县农业试验站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五寨农业试验站 2005年以

‘虎头’作母本，‘晋薯 14号’作父本，经有性杂交合作选育而成的马铃薯高产中晚熟新品种。2015年通过山西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晋审薯 2015006）。该品种生育期114 d，株型半直立，生长势强，薯形扁

圆，皮色淡黄色，薯肉白色，薯皮光滑、芽眼浅，无裂薯及空心薯，结薯集中，生产试验平均产量32 195 kg/hm2，较

对照‘晋薯 16号’增产 20.30%。块茎干物质含量 15.60%，淀粉含量 9.58%，维生素C含量 14.60 mg/100 g，还原糖

含量 0.98%，蛋白质含量 2.07%。中抗早疫病，抗晚疫病、病毒病、黑茎病。该品种适宜在山西省马铃薯一季作

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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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来源

‘晋薯29号’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隰县农业试

验站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五寨农业试验站2005年以

‘虎头’为母本，‘晋薯14号’为父本，经有性杂交合

作选育而成的马铃薯高产中晚熟新品种。

母本：‘虎头’，从张家口市坝上农业科学研究

所（现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引入，晚熟品种，生育

期 132 d；株型稍扩散，株高 70~80 cm；茎绿稍带

紫色，叶深绿色，花冠白色，花期短，浆果有种

子；薯块扁圆形，白黄皮、浅黄肉，芽眼深浅中

等；单株结薯数 4~5个，抗旱性强，抗晚疫病、环

腐病、黑胫病、马铃薯X病毒和马铃薯Y病毒；块

茎淀粉含量18.30%，耐贮藏。

父本：‘晋薯14号’，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

作物研究所引入，中晚熟品种，生育期110 d；株高

75~95 cm；叶深绿色，花冠白色，天然结实少，浆

果有种子；薯块圆形，淡黄皮，浅黄肉，芽眼深浅

中等，薯皮光滑，结薯集中，单株结薯数 4~6个，

大中薯率 85.20%。抗病性强，抗旱耐瘠。鲜薯维

生素 C含量 14.90 mg/100 g，淀粉含量 15.90%，干

物质含量 22.10%，还原糖含量 0.46%，粗蛋白含量

2.30%，耐贮藏。

2 选育过程

2005年配制杂交组合；2006年培育实生苗，

大田定植，选择单株；2007年进行株行综合鉴

定；2008年进行株系小区产量鉴定；2009~2010年
进行品系比较试验；2011~2012年参加品系多点试

验；2013~2014年参加山西省马铃薯中晚熟区域试

验；2015年 8月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组

织的田间考察鉴定；2015年 12月通过山西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审定编号 ：晋审薯

2015006）。

3 特征特性

‘晋薯29号’为中晚熟品种，生育期114 d。株型

半直立，生长势强。株高70~80 cm，茎绿色，叶片

绿色、中大，花冠白色。薯形扁圆形，薯皮淡黄色，

薯肉白色，薯皮光滑、芽眼浅，无裂薯及空心薯。结

薯集中、较晚但薯块膨大快，单株结薯数 4~6个，

商品薯率85.20%。抗旱性、抗病性强，耐贮藏。

4 产量表现

4.1 区域试验

2013~2014年参加山西省马铃薯中晚熟区域试

验，2年平均产量为32 065 kg/hm2，较对照‘晋薯16
号’增产12.90%，试验点15个，增产点13个，增产

点比例 86.67%。其中 2013年试验点 6个，增产点 6
个，平均产量 29 787 kg/hm2，较对照‘晋薯 16号’

增产 14.30%；2014年试验点 9个，增产点 7个，平

均产量 34 164 kg / hm2，较对照‘晋薯 16号’增产

11.70%。

4.2 生产试验

2015年参加山西省马铃薯中晚熟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 32 195 kg/hm2，较对照‘晋薯 16号’增产

20.30%，试验点 8个，增产点 8个，增产点的比例

为100%。

5 抗病性与品质分析

‘晋薯 29号’经过两年（2013~2014年）的大田自

然感染，在不同生态、水利条件下，对多种病害有

较好的抗性。综合评价：中抗早疫病，抗晚疫病、

病毒病、黑茎病。

2015年经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北京）检测，‘晋薯 29号’块茎干物质含量 15.60%，

淀粉含量 9.58%，维生素C含量 14.60 mg/100 g，还

原糖含量0.98%，蛋白质含量2.07%。

6 栽培技术要点

6.1 地块选择

选择光照条件好，土层深厚，中沙壤土，中

等以上肥力的地块。种植前对土地进行深耕，施

足底肥，并进行精细耙磨，确保土壤通气、保

墒、保肥。

6.2 种薯处理

催芽：播种前10~15 d，放在10~15 ℃散射光充

足的室内，每1~2 d翻动1次，待种薯长出0.3 cm左

右的紫绿色壮芽时，即可进行种薯的切块。

切薯：在播种前2~3 d时进行切种，切种大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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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 g为宜。切种时要确保每个种薯切块带1~2个
芽眼，准备切刀 2把，切种前先置于浓度 75%的酒

精或者0.1%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消毒，一般切5~
6个种薯时，需换刀具一次。在切种时如遇病、烂

种薯时应马上剔除，并及时更换刀具，防止病菌感

染种薯切块。

6.3 适时播种

播种时间，晋北4月中下旬为宜，晋南山区以5月
上旬为宜。播种时采用双行起垄播种技术，按1.2 m开

墒，沟宽 30 cm，垄高 13~15 cm，垄宽 90 cm。行

距 24，26和 28 cm、株距 26，28和 30 cm，根据

土壤肥力水平确定种植密度为 64 500，60 000和
55 500株/hm2，种肥按氮磷钾复合肥 750 kg/hm2，

微肥 15 kg/hm2， 随机器播种一次性施入。

6.4 田间管理

马铃薯出苗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及培土。培

土具有提高品质、抑制杂草滋生、防止块茎绿化、

减少病虫害发生和抗旱防涝的作用。苗齐后进行一

次除草，在现蕾至开花期进行中耕培土，需将垄培

成梯形。及时追肥，追肥宜早，宁少勿多，可沟施

或点施尿素300 kg/hm2，结合第1次培土时施入。注

意：在肥力较高的地块，为防止植株徒长，在现蕾

至初花期可使用浓度为 15%的多效唑可湿性粉剂

0.75 kg/hm2兑水，叶面喷施。

6.5 适时收获

马铃薯植株和茎叶85%~90%枯黄时，为最佳收

获期。收获时要对马铃薯摊晾 2~3 h，收获后于干

燥、阴凉地贮存。

7 适宜种植区域
‘晋薯29号’适宜在山西省马铃薯一季作区推广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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