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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Late Blight Resistance for Main Potato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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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varieties with high yield and high late blight resistance, we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in which
disease indices of 23 potato varieties were analyzed in Guyuan City. Excellent varieties suitable for local environments were
selec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rieties 'Qingshu 9', 'Zhuangshu 1', 'Zhuangshu 3', 'Jizhangshu 8' and 'Longshu 3' had high
yield and good disease resistance, which should be extended in large scale. 'Jinshu 14', 'Ningshu 4', Jinshu 15', 'Ningshu 13',
'Tongshu 23', and 'Kexin 17', which had fair high late blight resistance and a yield of more than 1000 kg/667m2, should be used
as candidate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ease index and yield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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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筛选产量高、抗晚疫病性能好、适宜宁南山区大面积推广的优良品种，在适宜马铃薯种植和晚疫病
流行的西吉县对 23个马铃薯品种作田间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马铃薯品种‘青薯 9号’、‘庄薯 1号’、‘庄薯 3号’、
‘冀张薯 8号’、‘陇薯 3号’等品种高产、抗病性强，适宜大面积推广。产量在 1 000 kg/667 m2以上且抗性较好的品种依
次是：‘晋薯 14号’、‘宁薯 4号’、‘晋薯 15号’、‘宁薯 13号’、‘同薯 23号’、‘克新 17号’，适宜做轮换品种。经相
关分析，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病情指数和产量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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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马铃薯播种面积每年稳定在 26.67 万 hm2

左右，西吉县是马铃薯种植大县，年均播种面积为

8万 hm2，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轮

作倒茬困难及种薯窖藏管理混乱，再加之当地雨季

集中在 7~9 月，适宜病菌侵染，马铃薯晚疫病逐年

加重[1]，严重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2]。而选用抗

病品种是综合治理晚疫病中最经济有效的措施[3]，为

此，我们 2011 年在西吉县马莲乡万亩马铃薯种薯

基地设立“马铃薯主栽品种抗晚疫病性鉴定”试验，

并分析了晚疫病病情指数与产量的相关性，筛选出

抗性高、丰产、适宜在大面积生产中推广应用的优

良品种[4]。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马铃薯品种 23 个，分别是：‘青薯 9 号’、‘陇薯

3号’、‘宁薯 13 号’、‘抗疫白’、‘庄薯 1 号’、‘庄薯

3 号’、‘同薯 23 号’、‘冀张薯 8 号’、‘宁薯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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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 年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产量及抗性水平

Table 1 Disease index, yield and late blight resistant level of potato in 2011

‘青薯 5 号’、‘克新 17 号’、‘青薯168’、‘宁薯11
号’、‘延薯 3 号’、‘晋薯 17 号’、‘晋薯15 号’、‘晋

薯 14 号’、‘中联红’、‘青薯 2 号’、‘紫云1 号’、‘宁

薯 10 号’、‘内薯 7 号’、‘高原 4 号’。
1.2 试验地点

鉴定圃设在西吉县马莲乡万亩马铃薯种薯基地，

平均海拔 1 890 m，最高点 2 165 m，是典型的旱作

农业区。地势平坦，土层较厚，土质疏松，富含钾

素。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无霜期 120～150 d，年

均降水量 350～500 mm，60%～70%的降水集中于 7～9
月份，这种降水分布特点恰与马铃薯生长需水规律

相吻合，降水对马铃薯生长满足率达 60%～90%。
1.3 试验设计

4 月 26 日播种，每个品种 3 次重复，23 个处

理共 69 个小区，品种间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40 m2。普钙 750 kg/hm2，尿素 113 kg/hm2 作底肥。
每小区播马铃薯总窝数相同，常规栽培密度。10
月6 日收获，于病害发生始盛期 9 月 10 日调查病

情指数。

1.4 试验方法

鉴定圃为田间自然发病[5]，调查评价标准参照

马铃薯品种对晚疫病的抗性评价标准Ⅱ执行：

0 级：无病；1 级：个别叶片上有个别病斑；3
级：病叶占全株总叶片数的 l/4 以下，或植株上部

茎秆有个别小病斑；5 级：病叶占全株总叶片数的 1/
4～1/2，或植株上部茎秆有典型病斑；7 级：病叶占

全株总叶片数的 1/2 以上，或植株中下部茎秆上有

较大病斑；9 级：株叶片几乎都有病斑，大部分叶

片枯死，甚至茎部也枯死。
按以下标准进行抗性评价：高抗（HR），病指≤

30；抗病（R），病指 3l～50；中抗（MR），病指 5l～
70；中感（MS），病指 71～75；感病 （S），病指 76～
80；高感（HS），病指 ＞ 80。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铃薯晚疫病病指、产量及抗性水平

从参试马铃薯品种抗晚疫病田间自然诱发初步

鉴定结果（表 1）看出，参与鉴定的 23 个品种中，

品种
Variety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小区产量（kg）
Yield per plot

折合 667m2 产量（kg）
Yield per 667m2

抗性水平
Resistance level

青薯 9 号 Qingshu 9
陇薯 3 号 Longshu 3
宁薯 13 号 Ningshu 13
抗疫白 Kennebec
庄薯 1 号 Zhuangshu 1
庄薯 3 号 Zhuangshu 3
同薯 23 号 Tongshu 23
冀张薯 8 号 Jizhangshu 8
宁薯 4 号 Ningshu 4
青薯 5 号 Qingshu 5
克新 17 号 Kexin 17
青薯 168 Qingshu 168
宁薯 11 号 Ningshu 11
延薯 3 号 Yanshu 3
晋薯 17 号 Jinshu 17
晋薯 15 号 Jinshu 15
晋薯 14 号 Jinshu 14
中联红 Zhonglianhong
青薯 2 号 Qingshu2
紫云 1 号 Ziyun1
宁薯 10 号 Ningshu 10
内薯 7 号 Neishu 7
高原 4 号 Gaoyuan 4

0
21.7
28.3
36.1
38.6
43.5
58.4
63.2
63.8
64.1
67.5
68.5
69.8
70.4
72.7
73.5
74.9
76.1
76.6
79.2
80.2
85.5
86.8

148.0
110.0
76.0
45.0

142.0
126.0
75.0

124.0
78.5
33.5
75.0
52.5
58.0
47.5
55.0
78.0
85.0
68.0
36.5
25.0
62.0
26.5
25.5

2467
1833
1267
758

2367
2100
1250
2067
1308
558

1250
875
967
792
917

1300
1417
1133
608
417

1033
442
425

HR
HR
HR
R
R
R
MR
MR
MR
MR
MR
MR
MR
MS
MS
MS
MS
S
S
S
HS
HS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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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薯 9 号’、‘陇薯 3 号’，‘宁薯 13 号’是高抗品

种；‘抗疫白’、‘庄薯 1 号’、‘庄薯 3 号’为抗性品

种。‘同薯 23’、‘冀张薯 8 号’、‘宁薯 4 号’、‘青

薯5 号’、‘克新 17 号’、‘青薯 168’、‘宁薯11 号’
为中抗品种；‘延薯 3 号’、‘晋薯 17 号’、‘晋薯15
号’、‘晋薯 14 号’为中感品种；‘中联红’、‘青薯2
号’、‘紫云 1 号’为感病品种；‘宁薯 10 号’、‘内

薯7 号’、‘高原 4 号’为高感品种。
从产量结果看，667 m2 产量超过 2 000 kg 的品

种分别是：‘青薯 9 号’、‘庄薯 1 号’、‘庄薯 3 号’、
‘冀张薯 8 号’，其中、‘青薯 9 号’产量最高、‘庄薯

1 号’和‘庄薯 3 号’都是抗病品种。‘冀张薯8 号’为
中抗品种。其次，产量在 1 000 kg 以上的品种依

次是：‘陇薯 3 号’、‘晋薯 14 号’、‘宁薯4 号’、

‘晋薯15 号’、‘宁薯 13 号’、‘同薯23 号’、‘克新17
号’、‘中联红’、‘宁薯 10 号’。而‘内薯7 号’、‘高

原 4 号’和‘紫云 1 号’的产量偏低，667 m2 产量在

500 kg 以下。
2.2 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和产量相关性分析

从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和产量的相关分析

（图1）可以看出，随着病情指数的逐渐增长，不

同品种马铃薯的产量总体表现为逐渐降低的趋

势，将不同品种的 病情指数和 产量输入 Excel，
进行统计运算，计算出不同品种的病情指数和产

量相关系数 r = -0.695，经 t 检验 t = 4.43 ＞ t0.01, 21
= 2.831，说明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病情指数和产量

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即随着病情指数的递增，产

量逐渐降低。

图 1 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和产量的相关分析

Figure 1 Correlation of late blight disease index and plot yield in potato

3 讨 论

综合各品种的抗性和产量表现分析，排在前 5
位，产量高、抗性好，适宜于大面积推广的最佳品

种分别是：‘青薯 9 号’、‘庄薯 1 号’、‘庄薯 3 号’、
‘冀张薯 8 号’、‘陇薯 3 号’。产量在 1000 kg 以上且

抗性较好的品种依次是：‘晋薯 14 号’、‘宁薯4 号’、
‘晋薯 15 号’、‘宁薯 13 号’、‘同薯 23 号’、‘克新

17 号’，适宜做轮换品种。
通过分析计算表明，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病情指

数和产量呈极显著的负相关。而高海拔地区病情指

数与产量损失率相关呈极显著[6]，该结果与此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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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地区马铃薯环腐病气候动态预测模式———贾小琴，孙玉莲，王 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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