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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Few variety available and potato deterioration ar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otato production in Tibet. In

order to select new potato varieties with high yield and high quality suitable for Lhasa cultivation, the new potato

varieties were introduced and screened. In this experiment, 'Qingshu 9', a high yield and high quality variety, was

compared with 10 new potato varieties introduced in Lhasa over two years. The average yield of 'Qingshu 168' was 3

360 kg/667m2, variability was 9.317 8, and marketable tuber rate was 60% . It is a high and stable yield variety. The

starch content of 'Lishu 10' was 20.31 g/100g, and reducing sugar content was 0.22 g/100g, which is suitable for

processing. The average yield of 'Zhongshu 19' and 'Longshu 10' reached 3 703 and 3 287 kg/667m2, respectively, with

a variability of 4.664 5 and 5.140 3, and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was good. They are high yield and stable yield potato

varieti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L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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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马铃薯存在种性退化、品种单一等问题。为筛选出适合拉萨栽培的高产优质马铃薯新品种，开展

了马铃薯新品种引进与筛选试验。试验以高产优质品种‘青薯9号’为对照，与引进的10个马铃薯新品种在拉萨市进

行了一点两年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明，‘青薯168’平均产量3 360 kg/667m2，变异度9.317 8，商品薯率60%，属于

高产稳产品种；‘丽薯10号’淀粉含量20.31 g/100g，还原糖含量仅0.22 g/100g，属于加工型品种；‘中薯19号’和‘陇

薯10号’平均产量分别达3 703和3 287 kg/667m2，变异度为4.664 5和5.140 3，且品质表现较好，属于高产稳产优质

马铃薯品种，适宜在拉萨市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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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既是粮，菜兼用的营养型作物，又是食

品加工和优质饲料多用型高产作物，在促进农民增

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具有

重要的意义[1]。马铃薯在西藏自治区（西藏）栽培历史

悠久，品质好，适应性强，分布范围广泛，在海拔

1 000~4 000 m都有种植，常年马铃薯播种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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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hm2左右。马铃薯是西藏群众最喜爱吃的食物

之一，一年四季的餐桌上离不开马铃薯[2]，在农业生

产和农民生计改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西藏马铃薯存在品种单一，种性退化、产量

低、不抗病等问题[3]。针对西藏地区马铃薯生产现状

及其发展要求，为筛选高产、优质、商品性好、符

合大田生产和市场需求的更新换代品种，促进西藏

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

萨综合试验站于2017年和2018年在西藏自治区农牧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马铃薯试验基地开展马铃薯新品

种引进筛选试验。通过对马铃薯新品种在不同年份

间高产、稳产性评价，对块茎品质等指标进行测

定，客观评价品种特性和利用价值，筛选产量高、

品质好、稳定性好的马铃薯新品种，为西藏马铃薯

新品种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地点

田间试验于 2017~2018年在西藏自治区农牧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马铃薯试验基地进行。该地海

拔 3 650 m，年日照时数在3 000 h以上，年降水量

约为350~510 mm，雨热同季，降水集中在6~9月。

试验地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土壤为砂壤土，前茬

为玉米。

1.2 试验材料

试验以‘青薯9号’为对照，对引进的10个品种

进行筛选比较，供试品种及来源信息见表1。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小区长方形，面积16.8 m2，

4行区种植，每小区80株，3次重复。试验地四周设

保护行，小区四周留出50 cm观测记载走道。

1.3.2 栽培管理技术

单垄单行种植，株行距30 cm × 70 cm。基肥为

充分腐熟的牛羊粪及硫酸钾型复合肥（NPK =
151515），施用量分别为 22 500和 750 kg/hm2。

每年苗期漫灌1次，生育期内人工除草3次。

1.3.3 植株和产量性状测定

盛花期每小区选取田间长势一致、具有代表

性的 5株，进行株高、主茎数、主茎粗等植株性

状的测定[4]。收获时每小区选取 5株测定马铃薯块

茎性状、单株薯数、单株薯重、商品薯数和商品

薯重（>75 g）。按小区进行测产，并折算成 667 m2

产量。

1.3.4 品质性状测定

收获后两周内，进行马铃薯干物质、淀粉、蛋

白质、抗坏血酸、还原糖、铁和锌含量的测定。马

铃薯块茎品质由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测定，干

物质含量测定参照GB 5009.3—2016直接干燥法[5]，

粗淀粉含量测定参照NY/T 11-1985旋光法[6]，还原

糖含量测定参照GB 5009.7—2016直接滴定法[7]。抗

坏血酸含量测定参照GB 5009.86—2016[8]，铁和锌含

量测定分别参照GB 5009.90—2016[9]和GB 5009.14—
2017[10]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品种 Variety
川凉薯10号 Chuanliangshu 10
陇薯10号 Longshu 10
毕薯2号 Bishu 2
黔芋7号 Qianyu 7
云薯801 Yunshu 801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丽薯10号 Lishu 10
丽薯12号 Lishu 12
天薯12号 Tianshu 12
青薯168 Qingshu 168
青薯9号（CK）Qingshu 9

供种单位 Supplier
凉山州西昌农业科学研究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毕节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毕节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宣威市马铃薯种薯研发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表1 供试品种及供种单位

Table 1 Test varieties and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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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处理

采用DPS 7.05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平均值多重

比较按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艺性状表现

从表2可知，‘毕薯2号’茎色为浅紫色，‘中薯

19号’和‘青薯9号’（CK）茎色为褐绿色，其他品种茎

色为绿色；‘中薯19号’和‘天薯12号’叶色是深绿

色，其他品种叶色为绿色；‘川凉薯10号’、‘丽薯

10号’和‘天薯12号’花色是白色，其他品种花色是

紫色。株高最高的是‘青薯9号’（CK）（71.45 m），其

次是‘青薯168’、‘天薯12号’、‘毕薯2号’和‘陇薯

10号’，最低的是‘黔芋7号’（51.70 cm）和‘云薯801’

（52.55 cm）；茎粗最大的是‘青薯168’（1.60 cm），最

低的是‘云薯 801’（1.16 cm）；主茎数在 3.4~5.8个，

各个品种相差不大。

薯形除‘丽薯 12号’和‘天薯 12号’为圆形外，

其他品种均为椭圆形；‘毕薯 2号’、‘青薯 9号’

（CK）和‘青薯 168’薯皮为红色，‘丽薯 10号’薯皮

为白色，其他品种均为黄皮。‘川凉薯10号’、‘云

薯 801’、‘丽薯 10号’和‘天薯12号’肉色是白色，

‘毕薯2号’、‘黔芋7号’和‘丽薯12号’肉色是淡黄

色，其他品种肉色均为黄色；除‘中薯19号’芽眼中

等外，其他品种芽眼均为浅。

2.2 结薯性状

由表3可看出，单株结薯数以‘云薯801’（16.0
个）为最多，其次是‘丽薯10号’、‘黔芋7’和对照品

品种

Variety
川凉薯10号
Chuanliangshu 10
陇薯10号
Longshu 10
毕薯2号
Bishu 2
黔芋7号
Qianyu 7
云薯801
Yunshu 801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丽薯10号
Lishu 10
丽薯12号
Lishu 12
天薯12号
Tianshu 12
青薯168
Qingshu 168
青薯9号（CK）
Qingshu 9

茎色

Stem
color
绿

绿

浅紫

绿

绿

褐绿

绿

绿

绿

绿

褐绿

叶色

Leaf
color
绿

绿

绿

绿

绿

深绿

绿

绿

深绿

绿

绿

花色

Flower
color
白

紫

紫

紫

紫

紫

白

紫

白

紫

紫

株高（cm）
Plant
height
62.60

63.95

67.40

51.70

52.55

55.85

61.45

53.90

66.15

67.30

71.45

茎粗（cm）
Stem

diameter
1.37

1.55

1.28

1.21

1.16

1.57

1.37

1.37

1.24

1.60

1.33

主茎数（No.）
Main stem
number
4.9

4.0

4.2

4.3

4.1

4.4

5.8

4.1

3.4

5.1

5.6

薯形

Tuber
shape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圆

圆

椭圆

椭圆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红

黄

黄

黄

白

黄

浅黄

红

红

肉色

Flesh
color
白

黄

浅黄

浅黄

白

黄

白

浅黄

白

黄

黄

芽眼深浅

Eye
depth
浅

浅

浅

浅

浅

中等

浅

浅

浅

浅

浅

表2 不同马铃薯品种农艺性状比较

Table 2 Agronomic trait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西藏高产优质马铃薯新品种筛选及稳产性研究——曾钰婷，祁驰恒，许娟妮，等 141



中国马铃薯，第34卷，第3期，2020· ·

种‘青薯 9号’（CK）均为 14.5个，最少的是‘毕薯 2
号’（8.5个）。单株薯重以‘陇薯10号’（1.05 kg/株）为

最高，其次是‘青薯9号’（CK）（0.93 kg/株）和‘川凉

薯10号’（0.92 kg/株），最低的是‘黔芋7号’和‘天薯

12号’（0.63 kg/株）。11个参试品种的商品薯率2017
年整体高于2018年的，两年平均商品数率以‘陇薯

10号’（67%）为最高，其次为‘毕薯2号’（65%）、‘中

薯 19号’（62%）、‘青薯 168’（60%）和‘丽薯 10号’

（60%），除‘黔芋7号’（44%）和‘丽薯12号’（50%）的

商品薯率低于对照‘青薯9号’（CK）外，其他品种的

商品薯率均高于对照品种，但只有‘陇薯 10号’和

‘毕薯2号’与对照品种‘青薯9号’差异显著。

2.3 品质性状

由表 4 看出，干物质含量在 20.35~27.23 g/
100g，‘川凉薯10号’最高，‘青薯168’最低，‘丽薯

12号’和‘青薯168’的干物质含量显著低于对照‘青

薯 9号’（CK）；淀粉含量以‘川凉薯 10号’（20.35 g/
100g）为最高，其次为‘丽薯 10号’（20.31 g/100g），

‘天薯12号’和‘青薯168’的淀粉含量显著低于对照

‘青薯9号’（CK）。所有参试品种的粗蛋白含量以对

照‘青薯 9号’（CK）为最低，‘中薯 19号’（2.27 g/
100g）为最高，但与‘陇薯10号’、‘黔芋7号’、‘丽

薯 10号’和‘天薯 12号’的粗蛋白含量差异不显著

性。‘青薯168’的还原糖含量显著高于对照‘青薯9

品种

Variety

川凉薯10号
Chuanliangshu 10
陇薯10号
Longshu 10
毕薯2号
Bishu 2
黔芋7号
Qianyu 7
云薯801
Yunshu 801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丽薯10号
Lishu 10
丽薯12号
Lishu 12
天薯12号
Tianshu 12
青薯168
Qingshu 168
青薯9号（CK）
Qingshu 9

单株结薯数（No.）
Tuber set per plant

2017

13

10

7

16

18

11

17

16

16

12

12

2018

13

9

10

13

14

9

12

12

10

13

17

2年均值

13.0 ab

9.5 b

8.5 b

14.5 ab

16.0 a

10.0 ab

14.5 ab

14.0 ab

13.0 ab

12.5 ab

14.5 ab

单株薯重（kg/株）

Tuber weight per plant (kg/plant)
2017

0.77

1.03

0.50

0.37

0.54

0.67

0.72

0.42

0.37

0.63

0.66

2018

1.07

1.06

0.90

0.88

1.05

0.90

0.99

1.05

0.89

1.03

1.20

2年均值

0.92 ab

1.05 a

0.70 b

0.63 b

0.80 ab

0.79 ab

0.86 ab

0.74 b

0.63 b

0.83 ab

0.93 ab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2017

65

70

66

56

62

63

68

53

55

65

58

2018

47

64

63

32

53

61

52

46

53

54

46

2年均值

56 abcde

67 a

65 ab

44 e

58 abcd

62 abc

60 abcd

50 de

54 bcde

60 abcd

52 cde

结薯习性

Stolon
length

集中

分散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表3 不同马铃薯品种结薯性状

Table 3 Tuber trait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注：同列数据后具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Note: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05 ).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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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CK），其他品种的还原糖含量与对照品种无显

著差异；参试品种的抗坏血酸含量与对照品种无显

著差异；‘川凉薯 10号’铁含量最高为 8.45 mg/kg，
显著高于对照‘青薯 9号’（CK），但与‘毕薯 2号’、

‘中薯19号’、‘丽薯10号’、‘丽薯12号’无显著性

差异；锌含量以‘川凉薯10号’为最高，但与‘陇薯

10号’、‘中薯19号’、‘丽薯10号’、‘青薯168’差
异不显著。

2.4 产量性状

由表 5可知，2017年‘丽薯 10号’产量最高为

3 998 kg/667m2，其次是‘中薯19号’的产量为3 705 kg/
667m2，‘陇薯10号’的产量为3 287 kg/667m2，产量最

低的是‘黔芋7号’和‘天薯12号’，产量分别为2 038
和2 037 kg/667m2。在0.05水平上，‘川凉薯10号’、

‘丽薯12号’、‘黔芋7号’和‘天薯12号’4个品种产

量显著低于‘青薯9号’（CK）的产量，其他品种的产

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2018年对照品种‘青薯 9号’（CK）产量最高为

3 861 kg/667m2，其次是‘中薯19号’的产量为3 700 kg/
667m2，‘天薯12号’产量最低为2 834 kg/667m2。在

0.05水平上‘毕薯2号’、‘黔芋7号’和‘天薯12号’

的产量显著低于对照‘青薯9号’（CK），其他品种与

对照‘青薯9号’（CK）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综合分析，2年平均产量‘青薯168’为 3 360 kg/
667m2，‘丽薯10号’为3 576 kg/667m2，‘中薯19号’

和‘陇薯10号’分别达3 703和3 287 kg/667m2，与对

照‘青薯9号’（CK）未达到显著水平。

2.5 丰产性及稳定性

由表6可知，‘青薯9号’和‘中薯19号’综合评

价很好，‘丽薯10号’、‘青薯168’和‘云薯801’综合

品种

Variety
川凉薯10号
Chuanliangshu 10
陇薯10号
Longshu 10
毕薯2号
Bishu 2
黔芋7号
Qianyu 7
云薯801
Yunshu 801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丽薯10号
Lishu 10
丽薯12号
Lishu 12
天薯12号
Tianshu 12
青薯168
Qingshu 168
青薯9号（CK）
Qingshu 9

干物质（g/100g）
Dry matter
27.23 a

23.12 bcd

25.18 ab

23.21 bcd

24.34 abc

24.88 ab

25.31 ab

21.14 cd

21.83 bcd

20.35 d

24.90 ab

淀粉（g/100g）
Starch

20.35 a

16.63 abc

18.16 abc

16.02 abc

17.85 abc

16.34 abc

20.31 a

15.13 bc

14.50 c

15.01 c

19.74 ab

粗蛋白（g/100g）
Crude protein
1.61 bcd

1.94 abc

1.51 cd

2.06 ab

1.62 bcd

2.27 a

1.96 abc

1.52 cd

1.94 abc

1.70 bcd

1.26 d

还原糖（g/100g）
Reducing sugar

0.26 bc

0.44 bc

0.41 bc

0.33 bc

0.35 bc

0.34 bc

0.22 c

0.24 c

0.50 ab

0.73 a

0.26 bc

抗坏血酸（mg/100g）
Ascorbic acid

26.75 ab

28.58 ab

25.73 ab

22.82 ab

38.54 a

37.10 a

38.01 a

12.88 b

29.49 ab

28.63 ab

18.44 ab

铁（mg/kg）
Iron
8.45 a

5.15 b

5.85 ab

5.10 b

4.15 b

5.65 ab

6.10 ab

5.45 ab

4.10 b

3.25 b

4.50 b

锌（mg/kg）
Zinc
3.95 a

3.70 ab

2.05 c

2.80 bc

2.00 c

3.35 ab

3.25 ab

2.80 bc

2.80 bc

3.55 ab

2.85 bc

表4 不同马铃薯品种块茎营养品质

Table 4 Tuber nutritional qualitie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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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马铃薯品种丰产性及稳定性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yield abilities and stabilitie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青薯9号（CK）Qingshu 9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丽薯10号 Lishu 10
青薯168 Qingshu 168
陇薯10号 Longshu 10
云薯801 Yunshu 801
毕薯2号 Bishu 2
川凉薯10号 Chuanliangshu 10
丽薯12号 Lishu 12
黔芋7号 Qianyu 7
天薯12号 Tianshu 12

丰产性参数 Yield parameter
产量 Yield

95.05
93.27
90.08
84.63
82.80
77.35
72.70
71.81
71.00
61.47
61.35

效应 Effect
16.73
14.95
11.76
6.31
4.48

-0.97
-5.62
-6.51
-7.32

-16.85
-16.97

稳定性参数 Stability parameter
方差 Variance

1.257 0
18.926 0

371.711 0
62.188 0
18.115 0
2.106 0

23.707 0
111.566 0
159.268 0
101.497 0
99.136 0

变异度 Variability
1.179 7
4.664 5

21.403 8
9.317 8
5.140 3
1.876 3
6.697 3

14.708 6
17.774 8
16.390 3
16.229 4

适应年份

Adaptive year
2017~2018
2017~2018

2017
2017
2017

2017~2018
2017
2018
2018
2018
2018

综合评价（供参考）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很好

很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较好

较差

较差

较差

不好

不好

品种

Variety

川凉薯10号Chuanliangshu 10
陇薯10号 Longshu 10
毕薯2号 Bishu 2
黔芋7号 Qianyu 7
云薯801 Yunshu 801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丽薯10号 Lishu 10
丽薯12号 Lishu 12
天薯12号 Tianshu 12
青薯168 Qingshu 168
青薯9号（CK）Qingshu 9

2017年产量 Tuber yield in 2017
小区产量（kg/16.8m2）

Plot yield
61.33
82.80
73.13
51.33
75.37
93.33

100.70
59.07
51.30
87.20
92.83

折合产量（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2 435 cde
3 287 abcd
2 903 bcde
2 038 e
2 992 abcde
3 705 ab
3 998 a
2 345 de
2 037 e
3 462 abc
3 686 ab

2018年产量 Tuber yield in 2018
小区产量（kg/16.8m2）

Plot yield
82.29
82.87
72.27
71.60
79.33
93.19
79.45
82.93
71.40
82.07
97.27

折合产量（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3 267 abc
3 287 abc
2 869 bc
2 842 c
3 149 abc
3 700 ab
3 154 abc
3 292 abc
2 834 c
3 258 abc
3 861 a

表5 不同马铃薯品种产量

Table 5 Tuber yield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评价较好，‘陇薯10号’综合评价一般，其他品种综

合评价较差或不好。‘青薯 9号’（CK）的丰产性最

好，效应值达16.73，其次是‘中薯19号’、‘丽薯10

号’、‘青薯168’和‘陇薯10号’，其他品种的丰产效

应值均为负值；在品种稳定性方面，对照品种‘青薯

9号’（CK）的变异度最小，丰产性表现较好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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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薯 19号’、‘陇薯 10号’和‘青薯 168’的稳

定性相对较好，其变异度分别是 4.664 5、5.140 3
和 9.317 8，而‘丽薯 10号’稳定性不好，变异度为

21.403 8。
3 讨 论

马铃薯作为西藏重要的蔬菜兼粮食作物，在

种植结构调整、农牧民日常生活中都具有重要作

用 [11]。西藏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殊贫

困地区，发展马铃薯产业可助推农牧民脱贫 [12]。

当前，西藏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品种匮

乏，在种植品种的选择上仍以种植农家品种为

主，缺乏高产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因此，引进筛选新

的马铃薯品种是加快西藏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重要

途径，积极引进适宜于西藏种植的高产优质马铃

薯新品种，对提高农牧民收入，促进西藏马铃薯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3,14]。

经多年推广种植，‘青薯9号’在西藏全区产量

表现突出，品质较佳，深受农牧民群众的喜爱，为

西藏高产优质品种 [15,16]。本试验选以‘青薯 9号’为

对照品种，对筛选出适宜西藏种植的高产优质马铃

薯新品种更具参考价值。引进马铃薯新品种 10
个，对各品种的植株性状、块茎性状、品质性状和

产量性状及稳定性进行了2年的评价。被引进的10
个参试品种产量以‘中薯 19号’表现最优，两年产

量分别排在第 2位、第 1位，与对照‘青薯 9号’

（CK）的产量差异不显著，其丰产性与稳定性均表

现较好，综合评价很好，商品薯率较高；其次为

‘青薯 168’和‘陇薯 10号’，均与对照‘青薯 9号’

（CK）的产量差异不显著，且稳定性较好，‘陇薯10
号’的单株结薯重与商品薯率均为最高，‘青薯168’单
株结薯数与商品薯率较高；最后是‘丽薯 10号’丰

产性较好，且单株结薯数、单株重、商品薯率等结

薯性状表现较好，但稳定性不太好。在产量表现较

好的4个品种中，‘丽薯10号’的淀粉含量高，还原

糖含量低，适合淀粉加工或油炸；‘中薯 19号’除

淀粉含量低于对照，还原糖含量高于对照外，其他

品质均表现优于对照；‘陇薯 10号’的品质表现略

差于对照，‘青薯168’的淀粉含量较低，还原糖含

量较高，品质性状表现一般。

本研究客观评价与分析了10个引进马铃薯新品

种在拉萨市2年的农艺性状、产量性状和品质性状

表现，并对其在不同年份间的稳定性做了研究。试

验结果表明，10个参试品种的产量在不同年份间

稳定性差异很大，有变异度非常小的对照品种‘青

薯 9号’（1.179 7），也有变异度非常大的品种‘丽薯

10号’（21.403 8），这说明不同遗传基础品种的产量

稳定性差异很大，这与闫雷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

品种受同一地区不同年份间的环境差异的影响，主

要包括光照，降雨，积温等气候因子，因此，对新

品种的评价需要连续多年进行[18-20]。

综上所述，‘中薯19号’和‘陇薯10号’属于高产

稳产优质马铃薯品种，适宜在拉萨市推广种植。‘青

薯168’属于高产稳产品种，‘丽薯10号’属于加工型

品种，其产量高、品质好，但是稳定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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