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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Screening of New Potato Varieties in Baoto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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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varieties planted in Baotou area are just few, and continuous cropping of potato is common, leading

to severe diseases and thereby low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otatoes produced. In this research, 14 varieties of early,

medium and late maturity were introduced and screened in order to select out high quality varietie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Baotou area. Early maturing variety 'Zhongshu 3' was not only high yielding and high quality, but also 10 days less in

growth duration than that of 'Favorita', which would make it earlier for market with good economic benefits. Medium

maturing variety 'Yanshu 4' was good in both yield and quality. In terms of late maturing varie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Qingshu 9' and 'Jizhangshu 8' be pl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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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头地区马铃薯种植品种单一，连作现象突出，造成马铃薯产量和品质逐年下降，病害加剧。该研究

从国内多地引进早熟、中熟和晚熟品种共14个，以期筛选出适宜包头地区栽培的优质马铃薯新品种。结果表明，早

熟品种‘中薯3号’不仅产量和品质表现优良，而且较‘费乌瑞它’生育期缩短10 d，可以提早上市，增加经济效益；中

熟品种‘延薯4号’综合表现优良；晚熟品种中建议推广种植‘青薯9号’和‘冀张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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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地区马铃薯新品种引进及筛选——李秀华，梁瑞萍，高振江，等

马铃薯被誉为“21世纪健康食品”，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 [1]。马铃薯在中国广阔区域内均有种植，

2009年种植面积达 475.26万 hm2[2]。马铃薯将逐步

成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作物，

种植面积将逐步扩大到 1 000万 hm2，年产鲜薯增

加2亿 t[3]。内蒙古是马铃薯生产大省，但由于种植

品种比较单一，再加上连作的影响，造成马铃薯产

量和品质逐年下降，病害加剧 [4-7]。本试验从全国

多地引进优良品种进行示范栽培，旨在筛选出适宜

包头地区栽培的马铃薯新品种，调整品种结构，抗

病、增产，促进包头市马铃薯全产业链的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品种大致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 3种类

型。早熟品种：‘中薯 3号’、‘早大白’和‘富金’，

遗传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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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费乌瑞它’为对照。中熟品种：‘延薯4号’、‘中

薯11号’、‘中心24号’、‘中薯9号’和‘康尼贝克’，

以‘夏波蒂’为对照。晚熟品种：‘青薯9号’、‘青薯

168’、‘中薯19号’、‘中薯18号’、‘中薯17号’和

‘冀张薯8号’，以‘克新1号’为对照。材料由包头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提供，种薯级别为原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固阳县金山镇万亩滩明和合作社，

年降水量300 mm左右，年日照时数2 989 h，无霜

期 147 d左右。试验地平坦，肥力中等，土壤为砂

壤土，前茬为玉米。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于2014年4
月23~24日播种，人工播种，密度为行距90 cm，株

距25 cm，4行一区，小区面积10 m × 3.6 m = 36 m2。

采用高垄单行种植，利用滴灌技术，精准精量施

肥，实现水肥同步。施生物有机肥80 kg/667m2，撒

可富复合肥（总养分≥45%，NP2O5K2O = 151515）
80 kg/667m2，中后期追施尿素（N≥46.4%）10 kg/
667m2 和农业用硫酸钾（K2O≥50.0%）25 kg/667m2。

依照熟期分别于 8月 25日、9月 15日和 9月 28日

收获。

1.4 数据的采集及统计分析

参照刘喜才和张丽娟 [8]“马铃薯种质资源描述

规范和数据标准”采集马铃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

征。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1可知，早熟品种中，‘中薯3号’、‘早大

白’和‘富金’的生育期分别为70，60和60 d，较对

照‘费乌瑞它’分别提早成熟 10，20和 20 d。中熟

品种生育期为 95~105 d，其中‘延薯 4号’和‘康尼

贝克’与对照‘夏波蒂’生育期相近，都是95 d；‘中

薯11号’和‘中薯9号’生育期都是100 d；‘中心24
号’生育期最长，为 105 d。晚熟品种的中薯系列，

即‘中薯19号’、‘中薯18号’和‘中薯17号’收获前

完全成熟，生育期分别为 125，120和 120 d。‘青

薯9号’、‘青薯168’和‘冀张薯8号’在9月28日收

获时尚未充分成熟。

品种
Variety

中薯3号Zhongshu 3
早大白 Zaodabai
富金 Fujin
费乌瑞它（CK）Favorita
延薯4号 Yanshu 4
中薯11号 Zhongshu 11
中心24号 Zhongxin 24
中薯9号 Zhongshu 9
康尼贝克 Kennebec
夏波蒂（CK）Shepody
青薯9号 Qingshu 9
青薯168 Qingshu 16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中薯17号 Zhongshu 17
冀张薯8号 Jizhangshu 8
克新1号（CK）Kexin 1

出苗期（D/M）
Emergence

22/05
22/05
22/05
20/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22/05

现蕾期（D/M）
Bud flower

09/06
20/06
24/06
10/06
16/06
25/06
04/07
20/06
09/07
30/06
09/07
09/07
25/06
20/06
20/06
20/06
10/07

开花期（D/M）
Flowering
20/06
30/06
05/07
20/06
25/06
05/07
15/07
05/07
14/07
10/07
18/07
18/07
23/07
20/07
16/07
15/07
18/07

成熟期（D/M）
Maturity
05/08
29/07
30/07
10/08
30/08
10/09
10/09
01/09
30/08
24/08
-
-

28/09
28/09
28/09
-

20/09

收获期（D/M）
Harvesting

25/08
25/08
25/08
25/08
15/09
15/09
15/09
15/09
15/09
15/09
28/09
28/09
28/09
28/09
28/09
28/09
28/09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70
60
60
80
95
100
105
100
95
95
-
-

125
120
120
-

110

表1 物候期记录

Table 1 Phenophase recorded for potato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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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植株形态特征

由表2可见，4个早熟品种的株高在40~60 cm，

‘中薯 3号’、‘早大白’和‘富金’分别为 60，50和

50 cm，高于对照‘费乌瑞它’的 43 cm。6个中熟

品种的株高在 50~80 cm，‘中薯 11 号’株高最低

50 cm，‘中心24号’和对照‘夏波蒂’较高，分别为

75和80 cm。株型全部为半直立。繁茂性方面，‘中

薯3号’、‘早大白’、‘富金’和‘中薯11号’表现中

等，‘夏波蒂’表现较强，其余品种均表现出强劲的

繁茂性。多数品种的主茎数为2个，‘冀张薯8号’

的主茎数最多，为 4个。关于茎秆颜色，‘费乌瑞

它’、‘青薯9号’和‘青薯168’为绿中带紫，‘延薯4
号’、‘中薯 19号’、‘中薯 18号’和‘中薯 17号’为

绿中带褐，其余品种多为绿色。‘延薯4号’的叶色

为浅绿色，‘夏波蒂’叶色为黄绿色，其他品种叶色

均为绿色或深绿色。花冠颜色方面，‘中心 24号’

为蓝紫色，‘夏波蒂’和‘克新1号’为浅紫色，其余

品种都为紫色或白色。

表2 植株性状表现

Table 2 Plant trait performance

品种
Variety

中薯3号 Zhongshu 3
早大白 Zaodabai
富金 Fujin
费乌瑞它（CK）Favorita
延薯4号 Yanshu 4
中薯11号 Zhongshu 11
中心24号 Zhongxin 24
中薯9号 Zhongshu 9
康尼贝克 Kennebec
夏波蒂（CK）Shepody
青薯9号 Qingshu 9
青薯168 Qingshu 16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中薯17号 Zhongshu 17
冀张薯8号 Jizhangshu 8
克新1号（CK）Kexin 1

株高（cm）
Plant height

60
50
50
43
68
50
75
61
66
80
90
67
70
60
60
71
70

株型
Plant type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繁茂性
Vigor
中等

中等

中等

强

强

中等

强

强

强

较强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主茎数（No.）
Stem number

2
2
2
3
2
2
2
2
2
3
3
3
2
3
3
4
2

茎色
Stem color

绿

绿

深绿

绿带紫

绿带褐

绿

绿

绿

绿

黄绿

绿带紫

绿带紫

绿带褐

绿带褐

绿带褐

绿

绿

叶色
Leaf color

绿

绿

深绿

深绿

浅绿

绿

深绿

绿

深绿

黄绿

深绿

深绿

深绿

深绿

绿

绿

绿

花色
Flower color

白

白

白

紫

白

白

蓝紫

白

白

浅紫

紫

紫

紫

紫

白

白

浅紫

2.3 薯块性状

由表 3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结薯均表现集中。

整齐度方面，除‘延薯 4号’和‘克新 1号’表现中

等，其余品种薯块均整齐。薯块形状方面，‘早大

白’为扁圆形，‘富金’、‘延薯4号’、‘中薯11号’及

‘中薯19号’为圆形，其余品种都为长椭圆形或椭

圆形。在块茎光滑度上，‘富金’、‘延薯 4号’、

‘中薯11号’、‘中心24号’、‘青薯9号’及‘冀张薯

8号’表现麻，表现微麻的品种是‘中薯19号’和‘中

薯 18号’，其余品种均表现光滑。皮色方面，‘早

大白’、‘夏波蒂’、‘中薯19号’和‘克新1号’为白

色，‘中薯 3号’、‘富金’和‘费乌瑞它’为黄色，

‘青薯9号’为红色，‘青薯168’为淡红色，‘中薯17
号’则为淡粉色，其他品种均表现淡黄色。肉色方

面，‘中薯3号’、‘富金’、‘延薯4号’、‘青薯9号’

和‘青薯 168’为黄色，‘费乌瑞它’、‘中心 24号’、

‘中薯9号’和‘中薯18号’表现淡黄色，其余品种均

为白色。芽眼深度上大多品种属浅芽眼类型，‘青

薯 9号’和‘青薯 168’较浅，‘延薯 4号’、‘中薯 11
号’和‘克新1号’为中等类型。芽眼数量方面，‘早

大白’、‘富金’、‘费乌瑞它’、‘中薯 11号’和‘中

薯 9号’少，‘延薯 4号’、‘夏波蒂’、‘青薯 168’、

包头地区马铃薯新品种引进及筛选——李秀华，梁瑞萍，高振江，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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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薯17号’和‘冀张薯8号’较多，其余品种较少。

2.4 经济性状

由表 4可知，商品薯率方面，就早熟品种而

言，‘早大白’商品薯率为 90.3%，极显著高于‘中

薯 3号’、‘费乌瑞它’和‘富金’；中熟品种中，‘康

尼贝克’的商品薯率达到96.5%，极显著高于其他品

种，‘延薯4号’最低为79.7%；晚熟品种中，‘中薯

17号’表现最佳，其次为‘中薯18号’、‘青薯168’、
‘青薯9号’和‘冀张薯8号’，对照‘克新1号’表现最

差为77.5%。产量表现见折合产量列所示，早熟品

种‘中薯 3号’产量 3 110 kg/667m2，极显著高于‘富

金’、‘费乌瑞它’和‘早大白’；中熟品种的产量按

高低排序依次为‘中心24号’、‘中薯11号’、‘延薯4
号’、‘康尼贝克’、‘夏波蒂’（对照）和‘中薯9号’；

晚熟品种的‘中薯 18号’高达 4 014 kg/667m2，极显

著高于其他品种，其次依次是‘冀张薯 8号’、‘中

薯 19号’和‘青薯 9号’，6个晚熟品种均高于对照

‘克新1号’，达极显著水平。早熟品种‘早大白’疮

痂病比较突出，田间病薯率为 19.6%，其余 3个品

种病薯率在 1%左右；中熟品种也是疮痂病病薯率

较高，‘中薯 11号’和‘中心 24号’病薯率分别为

17.0%和 20.4%，‘中薯 9号’病薯率为 6.2%，其他

品种均低于1%；晚熟品种的‘中薯19号’黑痣病发

病较重，病薯率为14.3%，‘中薯18号’病薯表现黑

痣病和疮痂病，发病率是 8.5%，其他品种无病薯

或病薯率低。

3 讨 论

新品种引进试验经过1年田间种植，在包头市

马铃薯主产区固阳县进行，分析了相关农艺性状和

产量表现。生育期方面，引进的3个早熟品种生育

期均短于对照‘费乌瑞它’，将实现马铃薯在包头市

至少提早 10 d上市。虽然晚熟品种‘青薯 9号’、

‘青薯 168’和‘冀张薯 8号’在 9月 28日收获时尚未

完全成熟，但是在产量方面不低于中熟品种。根据

包头市气象台提供的资料，2014年固阳县的初霜

时间是10月5日，也就是说晚熟品种可以延长1周
收获，白国平和白月波[9]指出近30年来包头市无霜

品种
Variety

中薯3号 Zhongshu 3
早大白 Zaodabai
富金 Fujin
费乌瑞它（CK）Favorita
延薯4号 Yanshu 4
中薯11号 Zhongshu 11
中心24号 Zhongxin 24
中薯9号 Zhongshu 9
康尼贝克 Kennebec
夏波蒂（CK）Shepody
青薯9号 Qingshu 9
青薯168 Qingshu 16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中薯17号 Zhongshu 17
冀张薯8号 Jizhangshu 8
克新1号（CK）Kexin 1

薯块集中性
Tuberization
centrality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整齐度
Uniformity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中等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中等

薯形
Tuber
shape
椭圆

扁圆

圆

长椭圆

圆

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长椭圆

长椭圆

椭圆

圆

长椭圆

椭圆

椭圆

椭圆

光滑度
Smoothness

光滑

光滑

麻

光滑

麻

麻

麻

光滑

光滑

光滑

麻

光滑

微麻

微麻

光滑

麻

光滑

皮色
Skin
color
黄

白

黄

黄

淡黄

淡黄

淡黄

淡黄

淡黄

白

红

淡红

白

淡黄

淡粉

淡黄

白

肉色
Flesh
color
黄

白

黄

淡黄

黄

白

淡黄

淡黄

白

白

黄

黄

白

淡黄

白

白

白

芽眼深度
Eye depth

浅

浅

浅

浅

中等

中等

浅

浅

浅

浅

较浅

较浅

浅

浅

浅

浅

中等

芽眼数量
Eye

number
较少

少

少

少

较多

少

较少

少

较少

较多

较少

较多

较少

较少

较多

较多

较少

表3 薯块性状表现

Table 3 Tuber trai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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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呈现出逐渐延长的趋势，邻近的武川县近年来无

霜期也呈现增加趋势[10]，所以引进的6个晚熟品种

在包头市可能种植。

在块茎性状表现上，早熟品种的‘中薯3号’和

‘富金’，中熟品种的‘延薯 4号’，晚熟品种的‘青

薯 9号’和‘青薯 168’都表现出黄肉性状，‘青薯 9
号’的红皮黄肉尤受消费者青睐。

经济性状上，考虑产量和田间病薯情况，早熟

品种的‘中薯3号’、中熟品种的‘延薯4号’和‘康尼

贝克’、晚熟品种的‘青薯9号’和‘冀张薯8号’表现

良好。

综合以上方面初步得出，‘中薯3号’、‘延薯4号
’、‘青薯9号’和‘冀张薯8号’可以在包头市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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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经济性状表现

Table 4 Economic trait performance

品种
Variety

中薯3号 Zhongshu 3
早大白 Zaodabai
富金 Fujin
费乌瑞它（CK）Favorita
延薯4号 Yanshu 4
中薯11号 Zhongshu 11
中心24号 Zhongxin 24
中薯9号 Zhongshu 9
康尼贝克 Kennebec
夏波蒂（CK）Shepody
青薯9号 Qingshu 9
青薯168 Qingshu 168
中薯19号 Zhongshu 19
中薯18号 Zhongshu 18
中薯17号 Zhongshu 17
冀张薯8号 Jizhangshu 8
克新1号（CK）Kexin 1

≥ 150 g商品薯率（%）
≥ 150 g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86.0 bB
90.3 aA
80.5 dD
83.2 cC
79.7 dD
86.7 cC
92.2 bB
85.3 cC
96.5 aA
92.0 bB
94.3 bB
94.7 bB
91.5 cC
96.8 aAB
98.5 aA
94.1 bB
77.5 dD

小区产量
（kg/36m2）
Plot yield

504
341
374
374
552
584
617
455
552
487
584
520
585
650
422
617
374

折合产量（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3 110 aA
2 106 cC
2 307 bB
2 307 bB
3 411 cC
3 608 bB
3 810 aA
2 808 eE
3 410 cC
3 011 dD
3 609 cC
3 210 dD
3 612 cC
4 014 aA
2 607 eE
3 812 bB
2 313 fF

田间病薯率（%）
Diseased tuber

0.4
19.6
1.1
0.9
0.3

17.0
20.4
6.2
0.7
0.0
0.0
0.2

14.3
8.5
1.0
0.0
0.0

用途
Usage
菜用型

菜用型

菜用型

菜用型

鲜食

鲜食/油炸薯片

菜用/淀粉加工

菜用型

鲜食

油炸薯条

菜用/淀粉加工

菜用/淀粉加工

鲜食

鲜食

鲜食

菜用型

菜用型

注：采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0.01水平显著。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using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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