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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irteen new potato lines were introduced from the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order to select new potato line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Anhui Provi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Zhongshu 3', some traits of the tested lin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recorded, including botany characteristics,

growth period, yielding ability, resistance, tuber quality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raits, the

yields of 'D671', 'D514' and 'N138' were increased by 13.93%, 10.70% and 8.10%, respective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Above all, these three lines showed good characteristics and better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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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选育适合安徽地区种植的马铃薯新品系，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引进了13个新品

系，以‘中薯3号’为对照，对参试品系的植物学特性、生育期、丰产性、抗性和块茎品质等进行观察记载、调查和

测定。经过综合性状评价，新品系‘D671’、‘D514’和‘N138’较对照分别增产13.93%，10.70%和8.10%，且这3个品

系综合性状优良，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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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马铃薯新品种（系）引进及比较试验——江 芹，金黎平，庞万福，等

安徽省是马铃薯中原二季作区的典型区域，

具有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区位、气候、

土地资源和产量效益等系列优势 [1,2]。近年来，随

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

的推广，安徽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呈现逐年加速发

展的态势 [3]。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安徽省马铃薯

育种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目前生产上的主导品

种，例如‘费乌瑞它’、‘早大白’及‘中薯 3 号’，

全部由北方地区引进，缺少针对安徽气候特征、

种植模式和生产季节而培育的马铃薯优良品种。

为促进安徽省马铃薯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最

大限度发挥马铃薯品种的优良特性，开展安徽省

本土化马铃薯品种选育尤为迫切。中国农业科学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马铃薯

育种单位之一，每年均配制大量马铃薯杂交组

合，选育出大量马铃薯新品系，为中原二季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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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专用型品种选育奠定了基础[4]。

本试验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引

进的‘N138’等 13个马铃薯新品系在安徽省农业科

学院园艺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品种适应性鉴定和产

量比较试验，旨在检验所选育马铃薯新品系在安徽

省的植物学特性、生育期、丰产性、抗性和块茎品

质等综合性状，客观评价品种特性，为马铃薯新品

系在安徽省的选育和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新引进的马铃薯新品系共 13 个，分别为

‘N138’、‘D620’、‘D514’、‘D613’、‘D480’、

‘D583’、‘D367’、‘D567’、‘D686’、‘D671’、

‘D525’、‘D556’和‘A1’， 均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对照品种为‘中薯3号’，各材料

均为一级种薯。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试验

基地，海拔 30 m，土壤为棕壤土，前作为消毒后

的马铃薯试验地，地面平整，肥力中等，排灌方

便。试验从播种到收获期间，2，3，4，5和6月平

均温度分别为8.0，11.7，17.0，21.3和24.8 ℃；降

雨天数 36 d，降雨量 356 mm；初霜期为 2014年 11
月12日，终霜期为2015年3月11日。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积

20 m2，单垄双行种植，每小区种植120株。由于受

试验天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于 2015年 2月 9~11
日完成播种，6月7~10日完成收获（‘A1’早疫病较

严重，6 月 1 日收获）。分别于 4 月 24 日、5 月 1
日、5月10日分3次调查早疫病、晚疫病、花叶病

毒病和卷叶病毒病，分别于 3月 31日、4月 30日、

5 月 30 日调查青枯病，分别于 4 月 10 日、5 月 20
日、6月10日调查环腐病。

1.4 田间管理

试验采用机械起垄，人工打穴播种，地膜覆盖

栽培。起垄前试验地撒施红四方三元复合肥（N∶P∶
K = 14∶16∶15）60 kg/667m2、尿素12.5 kg/667m2、硫

酸钾10 kg/667m2，作为种肥1次性施入。马铃薯生

长期间进行中耕培土各 2 次，4 月 25 日叶面喷施

0.3%磷酸二氢钾液1次，其他同常规管理。

1.5 调查项目

参照刘喜才和张丽娟[5]的方法对马铃薯品系物

候期、植株形态特征、田间性状、块茎性状、块茎

生理缺陷、主要病害、收获产量等项目进行调查，

通过室内考种，调查薯块品质。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学及经济性状分析

2.1.1 物候期

由表1可知，14个材料的物候期存在一定的差

异，‘D525’生育期最短，仅 58 d，‘中薯 3 号’

（CK）的生育期最长，达到 75 d。出苗率存在一定

差异，其中‘D620’、‘D514’、 ‘D480’、‘D671’、
‘D556’、‘A1’及‘中薯 3 号’（CK）的出苗率达到

100%，而‘D525’出苗率最低，仅为66.7%。

2.1.2 植株形态特征

由表2可知，‘D480’、‘D583’及‘D367’茎浅绿

色，叶色浅绿，匍匐茎长度中等，其中‘D583’少花、

‘D480’中等、‘D367’繁茂，花冠均为白色；‘D514’、
‘D613’茎紫色，叶色深绿，花繁茂，花冠为紫

色，匍匐茎长度中等；‘D567’、‘D671’茎绿色，

叶色深绿，花繁茂，花冠为白色，匍匐茎长度中

等；‘D686’、‘D556’、‘A1’及‘中薯 3号’（CK）茎

绿色，叶片绿色，匍匐茎短，其中‘D686’少花，

花冠白色，‘D556’及‘中薯 3号’（CK）落蕾，‘A1’
无蕾；‘N138’茎绿色，叶色深绿，少花，花冠白

色，匍匐茎长；‘D620’茎绿带紫色，叶色中绿，少

花，花冠紫色，匍匐茎短；‘D525’茎浅绿，叶色浅

绿，无蕾，匍匐茎短。14个材料中‘A1’植株最矮，株

高39.6 cm，其次为‘D525’，株高43.8 cm，‘D671’植
株最高，株高71.2 cm。

2.1.3 块茎性状

由表 3可知，14个参试品系中，薯形‘N138’、
‘D480’、‘D367’为长卵圆，‘D620’、‘D567’、

‘D686’为椭圆，‘D514’、‘D613’为长圆，‘D583’
为长椭圆，‘D671’、‘A1’为圆，‘D525’为卵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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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Variety (line)
N138
D620
D514
D613
D480
D583
D367
D567
D686
D671
D525
D556

A1
中薯3号（CK）Zhongshu 3

茎色

Stem color
绿

绿带紫

紫

紫

浅绿

浅绿

浅绿

绿

绿

绿

浅绿

绿

绿

绿

叶色

Leaf color
深绿

中绿

深绿

深绿

浅绿

浅绿

浅绿

深绿

绿

深绿

浅绿

绿

绿

绿

花繁茂性

Flower abundance
少花

少花

繁茂

繁茂

中等

少花

繁茂

繁茂

少花

繁茂

无蕾

落蕾

无蕾

落蕾

花冠色

Corolla color
白

紫

紫

紫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
-
-
-

匍匐茎长短

Stolon length
长

短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短

中等

短

短

短

短

株高（cm）
Plant height

48.5
45.7
53.3
48.2
46.2
43.9
46.1
55.0
48.2
71.2
43.8
44.1
39.6
51.2

表1 各参试品种（系）物候期

Table 1 Phenophase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注：‘-’表示该品种（系）生长期间未见现蕾或开花。

Note:‘-’represents the variety (line) had no bud or flower during growth period.
表2 各参试品种（系）植株形态特征

Table 2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N138
D620
D514
D613
D480
D583
D367
D567
D686
D671
D525
D556

A1
中薯3号（CK）Zhongshu 3

播种期

（D/M）

Sowing
09/02
09/02
09/02
09/02
09/02
09/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1/02

出苗期

（D/M）

Emergence
20/03
25/03
21/03
16/03
15/03
15/03
16/03
16/03
17/03
15/03
28/03
15/03
16/03
13/03

出苗率（%）

Emergence
percentage

98.7
100
100

96.7
100

93.3
96.7
94.6
98.7

100
66.7

100
100
100

现蕾期

（D/M）

Bud flower
07/04
13/04
10/04
10/04
06/04
08/04
07/04
08/04
15/04
10/04
13/04
07/04

-
03/04

开花期

（D/M）

Flowering
28/04

-
23/04
28/04

-
-

20/04
27/04

-
29/04
03/05

-
-
-

成熟期

（D/M）

Maturity
28/05
28/05
28/05
28/05
28/05
28/05
25/05
25/05
25/05
25/05
25/05
25/05
25/05
27/05

收获期

（D/M）

Harvesting
10/06
10/06
10/06
10/06
09/06
09/06
07/06
07/06
07/06
07/06
07/06
07/06
01/06
09/06

生育期

（d）
Growth duration

69
64
68
73
74
74
70
70
69
71
58
71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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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6’、‘中薯 3 号’（CK）为扁圆；皮色‘N138’、
‘D620’、‘D480’、‘D583’、‘D367’、‘D567’、

‘D686’、‘D671’、‘A1’、‘中薯 3 号’（CK）为黄

色，‘D514’粉红色，‘D613’紫红色，‘D525’乳黄

色 ，‘D556’乳 白 色 ； 肉 色‘N138’、‘D620’、

‘D583’、‘D567’、‘D671’、‘A1’、‘中薯 3 号’

（CK）为黄色，‘D514’、‘D525’为白色，‘D480’、
‘D556’为乳白色，‘D613’为紫色，‘D367’为浅黄

色，‘D686’为乳黄色；薯皮除‘N138’、‘D525’略
麻外，其他均光滑；芽眼‘D525’深，‘D613’、

‘D556’、‘A1’中，其他均为浅；块茎整齐度除

‘D525’表现不整齐外，其他均表现中等或整齐。

2.1.4 经济性状

经试验调查，‘N138’商品薯率最高，达到

94.89%，‘D613’商品薯率最低，仅为 32.61%；

‘D671’干物质含量最高，达到 19.67%；所有材料

均未表现二次生长或裂薯等块茎生理缺陷现象，具

体见表4。
2.2 主要病害调查

试验调查了14个材料的早疫病、晚疫病、花叶

病毒病、卷叶病毒病、青枯病和环腐病的发病情况

（表5）。所有参试材料均未见青枯病、花叶病毒

病、环腐病的发生；‘D480’、‘D583’、‘D556’和
‘A1’卷叶病毒病的发病率分别为17%、37%、13%
和 50%，其他品系未发生卷叶病毒病；‘D514’、

‘D613’、‘D480’、‘D367’、‘A1’和‘中薯 3 号’

（CK）早疫病的发病率分别为 13%、 3%、 9%、

5%、25%和 3%，其他品系未见早疫病的发生；

‘D480’、‘D686’和‘中薯 3号’（CK）晚疫病的发病

率分别为 8%、4%和 3%、其他品系未见晚疫病的

发生。

2.3 鲜薯产量及差异显著性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引种材料与对照品种的鲜薯产

量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其中‘D671’的平均产量最

高，达到 3 633 kg/667m2，其次‘D514’平均产量达

到3 530 kg/667m2，再次‘N138’的平均产量达到了

3 448 kg/667m2，分别较对照增产13.93%、10.70%、

8.12%。在新引进的品系中，‘D525’平均产量最低，

仅1 502 kg/667m2，较对照减产52.90%，具体数据详

见表6。

品种（系）

Variety (line)
N138
D620
D514
D613
D480
D583
D367
D567
D686
D671
D525
D556

A1
中薯3号（CK）Zhongshu 3

块茎整齐度

Tuber uniformity
整齐

整齐

整齐

中等

整齐

整齐

中等

中等

中等

整齐

不整齐

中等

中等

整齐

薯形

Tuber shape
长卵圆

椭圆

长圆

长圆

长卵圆

长椭圆

长卵圆

椭圆

椭圆

圆

卵圆

扁圆

圆

扁圆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粉红

紫红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乳黄

乳白

黄

黄

肉色

Flesh color
黄

黄

白

紫

乳白

黄

浅黄

黄

乳黄

黄

白

乳白

黄

黄

薯皮类型

Skin type
略麻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略麻

光滑

光滑

光滑

芽眼深浅

Eye depth
浅

浅

浅

中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深

中

中

浅

表3 各参试品种（系）块茎性状

Table 3 Tuber traits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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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参试品种（系）经济性状（%）

Table 4 Economic traits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表5 各参试品种（系）病害调查

Table 5 Disease resistance of tested varieties (lin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N138
D620
D514
D613
D480
D583
D367
D567
D686
D671
D525
D556

A1
中薯3号（CK）Zhongshu 3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94.89
79.70
84.33
32.61
84.41
76.71
91.42
77.45
84.25
75.52
85.10
85.46
79.93
85.87

二次生长率

Secondary growth percentag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裂薯率

Crack tuber percentag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干物质含量

Dry matter content
17.93
14.60
15.75
14.60
17.93
17.93
17.44
15.00
17.44
19.67
18.68
16.22
14.10
18.42

品种（系）

Variety (line)

N138
D620
D514
D613
D480
D583
D367
D567
D686
D671
D525
D556

A1
中薯3号（CK）Zhongshu 3

卷叶/花叶病毒病

Leaf roll / Mosaic virus
发病率（%）

Incidence
0/0
0/0
0/0
0/0

17/0
37/0
0/0
0/0
0/0
0/0
0/0

13/0
50/0
0/0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0
0/0
0/0
0/0
5/0
9/0
0/0
0/0
0/0
0/0
0/0
4/0

10/0
0/0

早/晚疫病

Early blight / Late blight
发病率（%）

Incidence
0/0
0/0
13/0
3/0
9/8
0/0
5/0
0/0
0/4
0/0
0/0
0/0

25/0
3/3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0
0/0
1/0
0/0
1/1
0/0
1/0
0/0
0/0
0/0
0/0
0/0
3/0
1/1

青枯病/环腐病

Bacterial wilt/ Ring rot
发病率（%）

Incidenc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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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安徽省是典型的马铃薯中原二季作区。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正式将马铃薯列为第四

大粮食作物，并积极推进马铃薯主粮化，依据部署，

到2020年马铃薯种植面积将增加至1 000万hm2。马

铃薯种植面积的增长主要依靠冬闲田的开发，而

安徽省稻作地区每年有 130万 hm2排灌方便、雨热

同期、土壤肥沃的稻茬田适宜发展马铃薯。但

是，由于种植品种相对单一，急需筛选出适宜当

地气候与栽培模式的早熟、优质品种。

前期，通过引进筛选出了‘费乌瑞它’、‘中薯

3号’等适宜本地栽培的优良品种 [6,7]，但马铃薯单

一品种常年种植，会导致病害加重、品种退化[8]。为

此，本研究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引

进了 13个新品系，进行田间栽培比较试验。结果

表明，引进的 13个新品系中‘D671’产量最高，其

次是‘D514’和‘N138’。推测可能是由于‘D671’品

系的生育期相对较长，块茎膨大末期至淀粉积累

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因此块茎中干物质积累量最

大，使得该品系产量最高[9-11]。‘N138’及‘D514’生
育期相对较短，分别为 69 和 68 d，适宜安徽地区

“春季马铃薯-水稻-秋季马铃薯”的茬口安排。

‘D514’早疫病发病率达到 13%，可能是由于生长

后期温度升高、降雨量增大，有利于早疫病的发

生 [12,13]。后期将对这几个新品系进一步试验筛选，

观察田间病害发生情况，以筛选出早熟、抗病的

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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