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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Newly Developed Potato Clones in E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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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For breeding new potato varieties suitable for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in Enshi and Wuling

Mountain areas, Southern China Potato Research Center used the current potato varieties suitable for local planting and

excellent parent materials introduc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otato Center, and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parents for crossing. Twelve new potato clones with better integrated agronomic traits

were selected after years of breeding and selection. These clones were evaluated fo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isease

resistance, high yield, and marketability using 'E-malingshu 5' as a control. The clones 'HB0733-23', 'HB0778-10' and

'HB0764-5' performed well in integrated traits, and the next step could carry out multi-location production test or

demonstration in Enshi and surround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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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选育出适合恩施州及武陵山区多样性生态环境和栽培方式的马铃薯优良品种，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

铃薯研究中心采用了目前在恩施州较适宜种植的马铃薯品种与从国际马铃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引进的优良亲本材料进行杂交，通过几年对杂交后代的选育，选出了12个综合农艺性状较好的优良品系。以‘鄂马

铃薯5号’为对照，对12个品种（系）进行生物学特性、抗病性、丰产性、商品性等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新品系

‘HB0733-23’、‘HB0778-10’、‘HB0764-5’的综合评价表现较好，下一步可在恩施州及周边地区进行多点的生产试

验或示范种植。

关键词：马铃薯；新品种（系）；比较试验；恩施州

恩施州为西南马铃薯单、双季混作区，常年

种植面积稳定在 12 万 hm2 以上 [1]，马铃薯是这一

区域极具生态优势的作物，也是贫困山区和三

峡库区农民不可替代的口粮 [2]。近年来随着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马铃薯已逐步成为贫困地区科

技脱贫和实现农牧业产业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随着产业

结构的调整，这一区域低山地区的马铃薯种植

面积逐年扩大，经济效益也比较显著，但海拔

700 m 以上的二高山及高山区依然是这一地区的

马铃薯主产区，所以在加快抗晚疫病早熟品种

选育的同时，根据这一主产区域的生态、生产

需要，品种选育的重点目标还是筛选出高抗晚

疫病、高产、休眠期较长的中晚熟品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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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品种(系)
Variety (clone)

HB0733-23
HB044-1
HB0737-24
HB0412-1
HB0552-9
HB0764-3
HB0764-5
HB0780-1
HB0778-10
HB05131-3
HB0675-6
HB0776-8

鄂马铃薯5号（CK）E-malingshu 5

组合

Cross
鄂马铃薯7号（4x）× DY4-2-3 (2x)
NS51-5 (4x) × 393160-4 (4x)
鄂马铃薯7号 (4x) × DY4-2-3 (2x)
AJU-69.1 (4x) × 鄂马铃薯5号 (4x)
鄂马铃薯7号 (4x) × 393140-4 (4x)
P3-2 (4x) × YA03-5 (4x)
P3-2 (4x) × YA03-5 (4x)
威176选2 (4x) × 393160-4 (4x)
克9723-20 (4x) × 59-5-86 (4x)
T962-27 (4x) × DY4-2-3 (2x)
鄂马铃薯6号 (4x) × DY14-4-13 (2x)
克6717-36 (4x) × Shepody (4x)
393143-12 (4x) × NS51-5 (4x)

表1 品种（系）材料及亲本

Table 1 Varieties (clones) tested and their parents

此，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采用了目前

在湖北省及武陵山区种植面积较大的、适应性较强

的优良品种与从国际马铃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引进的优良亲本材料进行杂交选

育，旨在选出一批适应性、抗病性、丰产性、商品

性等综合农艺性状较好且适合于恩施州及武陵山区

气候条件和栽培方式的优良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系）

试验品系均为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

中心利用抗晚疫病材料、抗青枯病材料、高淀粉

材料、2n配子材料及综合性状较优的品种或育种

中间材料进行杂交，通过几年对杂交无性后代的

鉴定筛选，选出 12个综合农艺性状较好的优良品

系（表1），以‘鄂马铃薯5号’为对照（CK）。
1.2 试验地基本概况

试验安排在恩施市三岔乡天池山马铃薯育种

试验基地，海拔 1 200 m，地势平坦，土壤为黄壤

土（弱酸性），肥力中上等，前茬为玉米。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行长3.33 m，

行距50 cm，株距33 cm，4行区，小区面积6.67 m2，

密度为4 000株/667m2。

1.4 试验管理

试验地于 2012年入冬前机器深耕，播种前将

土耙平整细，2013 年 1 月 23 日播种，底肥为硫酸

钾复合肥（NPK = 151515），施肥量为 50 kg/
667m2。出苗后于 4 月 20 日追施芽肥 7.5 kg 尿素

（46.67%）/667m2，进行第一次除草，5 月 20 日追施

蕾肥 7.5 kg尿素/667m2，现蕾时进行第二次除草并

培土。

试验品种（系）出苗整齐，试验从3月27日开始

出苗，从始苗期到齐苗只有 3~6 d，但各品种间出

苗时间差异较大，最早与最晚出苗的品系相差10 d。
试验于7月19日统一收获。

1.5 数据的采集及统计分析

参照刘喜才和张丽娟[4]“马铃薯种薯资源描述规

范和数据标准”采集马铃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

性。数据统计采用多重比较新复极差法[5]，利用区

试99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2可以看出，播种至出苗期在 65~75 d之

间，出苗最快的是‘HB0552-9’，出苗最慢的是‘鄂

马铃薯 5 号’（CK）；品种（系）生育期在 81~93 d 之

间，其中生育期最短的是‘HB044-1’为81 d，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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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Variety (clone)
HB0412-1
HB044-1
HB05131-3
HB0552-9
HB0675-6
HB0733-23
HB0737-24
HB0764-3
HB0764-5
HB0776-8
HB0778-10
HB0780-1

鄂马铃薯5号（CK）E-malingshu 5

出苗期

Emergence
30/03
02/04
28/03
27/03
28/03
28/03
30/03
02/04
30/03
28/03
28/03
29/03
07/04

现蕾期

Budding
02/05
29/04
02/05
16/05
02/05
02/05
29/04
13/05
02/05
02/05
02/05
02/05
08/05

开花期

Flowering
23/05
12/05
13/05
29/05
13/05
15/05
12/05
23/06
19/06
16/06
12/06
15/06
20/06

成熟期

Maturity
28/06
23/05
24/06
26/05
24/06
20/06
23/05
28/06
23/06
29/06
21/06
27/06
02/07

生育期 (d)
Growth duration

90
81
88
91
88
84
84
87
85
93
85
90
88

表2 物候期记载 (日/月)
Table 2 Phenology period (D/ M)

表3 植株性状表现

Table 3 Botanical traits of tested varieties（clones）

品种（系）

Variety (clone)
HB0412-1
HB044-1
HB05131-3
HB0552-9
HB0675-6
HB0733-23
HB0737-24
HB0764-3
HB0764-5
HB0776-8
HB0778-10
HB0780-1

鄂马铃薯5号（CK）
E-malingshu 5

叶色

Leaf color
绿

浅绿

深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茎色

Stem color
绿

浅绿

绿带褐

绿

绿

绿

绿带褐

绿带褐

绿带褐

绿

绿

绿

绿

花冠色

Corolla color
紫

白

紫

-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花繁茂性

Flowers lush nature
中

中

中

-
中

中

中

繁茂

少

中

繁茂

中

繁茂

结实性

Berry setting ability
弱

弱

弱

-
强

弱

强

弱

强

弱

强

弱

弱

株高（cm）
Plant height

40
76
55
37
63
80
70
48
63
50
84
50
53

主茎数（No.）
Main stem number

5.4
5.4
3.8
5.4
2.8
5.4
3.2
2.8
4.8
4.6
2.6
3.8
9.8

期最长的是‘HB0776-8’为93 d。
2.2 植株形态特征

从表 3 看出，叶色: 除‘HB044-1’的叶色为浅

绿色，‘HB05131-3’的叶色为深绿色外，其他的品

种（系）叶色均为绿色；茎色：除‘HB044-1’为浅绿

色 ，‘HB05131-3’、‘HB0737-24’‘HB0764-3’、

‘HB0764-5’为绿带褐色外，其他的品种（系）茎色均

为绿色；花冠色: 除‘HB0412-1’、‘HB05131-3’

为 紫 色 外 ， 其 他 均 为 白 色 ； 开 花 繁 茂 性：

‘HB0764-5’为少，‘HB0764-3’、‘HB0778-10’、‘鄂马

铃薯 5号’（CK）为繁茂，其他品种（系）均为中等；

天 然 结 实 性 ：‘HB0675-6’、‘HB0737-24’、

‘HB0764-5’、‘HB0778-10’为强，其他品种（系）为弱；

株高在37~84cm之间，最矮品种（系）是‘HB0552-9’为
37 cm，最高的是‘HB0778-10’为 84 cm；主茎数在

2.6~9.8个之间，最多的是‘鄂马铃薯 5号’（CK）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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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薯块性状表现

Table 4 Tuber traits of tested varieties（clones）

品种(系)
Variety (clone)

HB0412-1
HB044-1
HB05131-3
HB0552-9
HB0675-6
HB0733-23
HB0737-24
HB0764-3
HB0764-5
HB0776-8
HB0778-10
HB0780-1

‘鄂马铃薯5号’（CK）
E-malingshu 5

块茎Tuber
形状

Shape
扁圆

椭圆

扁圆

圆

扁圆

圆

圆

扁圆

圆

短筒

长扁

短筒

扁圆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肉色

Flesh color
淡黄

淡黄

白

乳白

黄

黄

白

淡黄

白

黄

乳白

白

白

表皮光滑度

Smooth degree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芽眼Eye
深浅

Depth
浅

浅

中

中

浅

深

深

浅

中

深

浅

中

浅

数量

Number
少（红）

少

少

中

少

中

中

少

少

中

少

多

少

食味鉴定

Taste
identification

中下

中

中

中

中上

中上

中

中

中

中

中上

中

中

干物质

含量（%）

Dry matter
20.16
21.93
23.73
20.16
23.73
22.70
20.16
21.93
22.44
22.96
23.98
23.73
22.45

淀粉含量

（%）

Starch
14.39
16.17
17.96
14.39
17.96
17.19
14.39
16.17
16.69
17.19
18.22
17.96
17.19

9.8个，最少的是‘HB0778-10’为2.6个。

2.3 薯块性状

从表4可看出，所有参试品种（系）表皮均为光滑；

薯块形状:‘HB0412-1’、‘HB05131-3’、‘HB0675-6’、
‘HB0764-3’、‘鄂马铃薯 5 号’（CK）为扁圆形，

‘HB0552-9’、‘HB0733-23’、‘HB0737-24’、‘HB0764-5’
为 圆 形 ，‘HB044-1’为 椭 圆 形 ，‘HB0776-8’、

‘HB0780-1’为短筒形，‘HB0778-10’为长扁圆

形；所有参试品种（系）表皮均为黄色；薯肉颜色：

‘HB0412-1’、‘HB044-1’、‘HB0764-3’为淡黄色，

‘HB05131-3’、‘HB0737-24’、‘HB0764-5’、‘HB0780-1
’、‘鄂马铃薯 5 号’（CK）为白色，‘HB0552-9’、

‘HB0778-10’为乳白色，其他均为黄色；芽眼深

浅 ：‘HB0412-1’、‘HB044-1’、‘HB0675-6’、

‘HB0764-3’、‘HB0778-10’、‘鄂马铃薯5号’（CK）为

浅，‘HB0733-23’、‘HB0737-24’、‘HB0776-8’为
深，其他均为中等深；芽眼数量：‘HB0780-1’为多，

‘HB0552-9’、‘HB0733-23’、‘HB0737-24’、

‘HB0776-8’为中等，其他为少，其中‘HB0412-1’
芽眼为红色；食味鉴定‘HB0412-1’为中下，

‘HB0675-6’、‘HB0733-23’、‘HB0778-10’为中

上，其他均为中等。干物质含量在20.16%~23.98%
之间，淀粉含量在14.39%~18.22%之间，其中最高

的是‘HB0778-10’，最低的是‘HB0412-1’、‘HB0552-9’
和‘HB0737-24’。
2.4 经济性状

在植株生长过程中，前期气候正常，但到6月

中下旬雨水偏多，马铃薯晚疫病发生较重，试验中

小区产量较正常年份偏低，但还是有部分品种

（系）产量较高。平均单产为 1 816 kg/667m2，各参

试品种（系）的产量在 1 295~2 530 kg/667m2 之间，

产量居第1位的是‘HB0733-23’，比对照‘鄂马铃薯

5 号’增 产 44.6% ， 其 次 分 别 为‘HB0778-10’、

‘HB0764-5’、‘HB0412-1’、‘HB0675-6’、‘HB0764-3’、
‘HB044-1’，其他品种（系）均比对照减产，产量最低的

是‘HB0776-8’，比对照‘鄂马铃薯5号’减产 26.0%；

参试品种（系）的商品薯（≥50 g）率在 45.07% ~

86.47%之间，最高的是‘HB0675-6’，最低的是

‘HB0552-9’；田间烂薯率最高的是‘HB0552-9’为
12.1%，其次是‘HB0737-24’为8.5%，薯块表现较耐

病的是‘HB0412-1’、‘HB0733-23’、‘HB0764-5’、
‘HB0778-10’和‘HB0780-1’，均无烂薯现象（表5）。

对小区产量进行单年单点方差分析,品种间、

试验区组间具有极显著差异，这说明参试的各个

品种（系）产量性状存在真实差异（表6）。
将产量的多重比较结果列在表7。从表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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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经济性状表现

Table 5 Economic traits of tested varieties（clones）

品种(系)
Variety (clone)

HB0412-1
HB044-1
HB05131-3
HB0552-9
HB0675-6
HB0733-23
HB0737-24
HB0764-3
HB0764-5
HB0776-8
HB0778-10
HB0780-1

鄂马铃薯5号（CK）
E-malingshu 5

小区产量（kg）Plot yield

Ⅰ
19.88
18.14
16.70
15.70
20.36
27.66
16.98
20.24
21.56
12.44
25.26
20.90
18.80

Ⅱ
16.90
16.30
18.62
11.76
20.40
23.36
14.80
18.16
18.86
13.28
24.42
17.26
16.20

Ⅲ
19.44
19.32
15.06
12.24
15.36
24.88
14.74
16.98
20.28
13.14
20.52
13.96
17.50

平均

18.74
17.92
16.79
13.23
18.71
25.30
15.51
18.46
20.23
12.95
23.40
17.37
17.50

折合产量

(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1874
1792
1679
1323
1871
2530
1551
1846
2023
1295
2340
1737
1750

比CK（±%）

Compared with
control

7.1
2.4

-4.0
-24.4

6.9
44.6

-11.4
5.5

15.6
-26.0

33.7
-0.7

-

位次

Ranking

4
7

10
12

5
1

11
6
3

13
2
9
8

商品薯率(%)
Markable tuber

percentage
61.89
66.75
70.68
45.07
86.47
74.83
71.35
84.47
74.55
62.20
79.85
78.79
60.24

田间烂薯率（%）

Rate of rotten
tuber in field

0
2.0
4.1

12.1
1.1
0
8.5
3.2
0
2.2
0
0
4.3

表6 试验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变异来源

Variation
区 组 Block
品 种 Variety
误 差 Error
总变异 Total

自由度

DF
2

12
24
38

平方和

SS
41.3

434.6
63.4

539.3

均方

MS
20.7
36.2

2.6

F值

F value
7.8

13.7

概率(小于0.05显著)
Probability (less than 0.05 was significantly)

0.002
0.000

注：CV(%) = 8.950。 Note: CV(%) = 8.950.
表7 多重比较结果(LSD法)

Table 7 Multiple comparisons (LSD)

品种（系）

Variety (clone)
HB0733-23
HB0778-10
HB0764-5
HB0412-1
HB0675-6
HB0764-3
HB044-1

鄂马铃薯5号（CK）E-malingshu 5
HB0780-1
HB05131-3
HB0737-24
HB0552-9
HB0776-8

均值

Mean value
25.30
23.40
20.23
18.74
18.71
18.46
17.92
17.50
17.37
16.79
15.51
13.23
12.95

0.05显著性

0.05 significance
a
a
b
bc
bc
bc

bcd
bcd
cd
cd
de
e
e

0.01显著性

0.01 significance
A

AB
BC
CD
CD
CD
CD
CD
CD

CDE
DEF
EF
F

注：LSD 0.05 = 2.7 LSD 0.01 = 3.7 。 Note: LSD 0.05 = 2.7 LSD 0.01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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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看 出 ， 在 LSD0.05 显 著 性 水 平 上 ， 品 系

‘HB0733-23’、‘HB0778-10’均比 CK 增产达极显

著水平，‘HB0764-5’、‘HB0412-1’、‘HB0675-6’、
‘HB0764-3’、‘HB044-1 ’均比 CK 增产但不显

著，‘HB0780-1’、‘HB05131-3’、‘HB0737-24’
比 CK 减产但不显著，‘HB0552-9’、‘HB0776-8’
比 CK 减产达显著水平。在 LSD 0.01 显著性水平上，

品系‘HB0733-23’、‘HB0778-10’比 CK 增产达

极 显 著 水 平 ，‘HB0764-5’、‘HB0412-1’、

‘HB0675-6’、‘HB0764-3’、‘HB044-1 ’均比CK
增 产 但 不 显 著 ，‘HB0780-1’、‘HB05131-3’、

‘HB0737-24’比 CK 减产但不显著，‘HB0552-9’、
‘HB0776-8’比CK减产达极显著水平。

3 讨 论

根据恩施州及武陵山区特殊的生态气候条件及

栽培习惯，选择较适宜这一区域种植的优良品种或

中间材料与引进的优异亲本材料进行杂交配组，充

分利用基因加性效应及异质性高的特性，以期获得

较高特殊配合力和丰产的杂交组合为原则进行组合

配制 [6]。通过对杂交组合的无性后代进行多年选

择，选择保持组合大部分优良性状的无性系后代，

主要从物候期、植株形态、块茎特征、经济性状及

抗病性等方面进行比较鉴定筛选，以丰产性、抗病

性、品质为主要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评价[7]。

所有参试品种（系）均属中晚熟品种，适宜海拔

700 m以上的二高山及高山区域种植，株高在雨水

较重的年份均未超过 90 cm，所以对于习惯与玉米

间套作的这一生态区域是比较适宜的。在 2013年

前期低温、后期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部分品种

（系）依然表现出较好的产量性状，如‘HB0733-23
’、‘HB0778-10’、‘HB0764-5’，比大面积种植的

国家主导品种‘鄂马铃薯5号’增产15.6%~44.6%，增产

效果明显，且多数品种（系）的商品薯率都达70%以上，

表现出较强的抗病性。收获时田间病薯率低，尤其是

品种（系）‘HB0733-23’、‘HB0764-5’、‘HB0778-10’、
‘HB0780-1’、‘HB0412-1’收获时无病烂薯。

综上所述，从本次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新品种

（系）‘HB0733-23’、‘HB0778-10’、‘HB0764-5’
在出苗、植株性状、抗病性、经济产量性状等方面

综合表现较好，下一步可在恩施及周边地区进行多

点的生产试验和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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