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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m2 产量 2 463 kg，比对照米拉增产 243 kg，增

幅为 10.9%，比对照合作 88 增产 405 kg，增幅为

19.7%，居第三位。2008 年，平均每 667 m2 产量

2 251 kg，比对照米拉增产 384 kg，增幅为 20.6%，

比对照合作 88 增产 725 kg，增幅为 47.5%，居第三

位。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播种时间

大春季节在每年的 3 月 10~20 日（惊蛰~春分节

令）地表气温回升到 12℃左右即可播种。
5.2 种植密度

高垄双行模式，按大行 1.4 m，小行 0.4 m，塘

距 0.20 m 种植两行，每 667 m2 播种 4 000 穴。
5.3 科学施肥

最大施肥量，667 m2 施农家肥 2 500 kg，马铃薯

专用肥 80 kg，或农家 2 500 kg，烟草专用肥 50 kg，
或农家肥 2 500 kg，硫酸钾 40 kg，尿素 15 kg，普

通过磷酸钙 50 kg。
5.4 田间管理

及时进行中耕培土，生长中期注意防治病、
虫、草害，落花期注意排涝防渍。

6 适时采收

该品种为高淀粉加工型品种，一般要在茎枯叶

落后才能采收，以保证其干物质积累，或可根据加

工企业需要适时收获。

7 适宜种植区域

靖薯 3 号适宜海拔 1 700~2 200 m 区域内种植，

特别适宜在微酸性（pH 值 5.5~6.5 之间）的红壤土中

生长，可作大春季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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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variety Tongshu 22 was bred and selected from a cross made in 1998 by using Jinshu 11 as female
and Jinshu 7 as male. It was test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aturing group of North China in the national potato regional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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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薯 22 号”是山西省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1998 年用晋薯 11 号作母本，晋薯 7 号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

2007 和 2008 年 2 年参加全国马铃薯品种中晚熟华北组区域试验，2008 年参加生产试验，均居参试第 1 位，2009 年 7
月经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 3 次会议审定通过，命名为“同薯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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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育经过

原系谱号 9908-2，系山西省农科院高寒作物研

究所 1998 年用晋薯 11 号作母本，晋薯 7 号作父本，

配制杂交组合获得杂交种子，1999 年培育实生苗并

从中选出符合育种目标性状的单株，2000 年升入株

系圃，2001 年升入品鉴试验圃，2002~2004 年 3 年参

加所内品比试验。2005 年参加全国马铃薯品种区域

试验预备（繁种）试验，2007 和 2008 年 2 年参加全国

马铃薯品种中晚熟华北组区域试验，2008 年参加生

产试验 2009 年 7 月经第 2 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第 3 次会议审定通过，命名为“同薯 22 号”。

2 主要特征特性

2.1 生物学特征

同薯 22 号属中晚熟品种，生育期 90～100 d。
株型直立，生长势强，株高约 60 cm，茎叶绿色，

单株主茎数1.7～2.0 个。花冠白色，天然结实性少。
块茎圆形，淡黄皮黄肉，薯皮光滑，芽眼深度中等，

结薯集中，单株结薯数 3.5～4.6 个。薯块大而整齐，

平均单薯重168 g，商品薯率 74%左右，产量潜力

大。植株田间抗花叶病、卷叶病，中抗晚疫病。
2.2 品质分析及抗性鉴定

经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分

析化验，干物质含量 20.7%，淀粉含量 11.8%，鲜

薯还原糖含量 0.95%，粗蛋白含量 2.1%，Vc 每

100 克鲜薯含量 13.2 mg。人工接种鉴定：抗 PVX
和中抗 PVY，植株中度抗晚疫病。

3 产量情况

3.1 所内试验

2000 年株系圃试验折合公顷产量 3 7 200 kg，
比对照晋薯 7 号增产 47.6%，2001 年品鉴试验折合

公顷产量 21 360 kg，比对照晋薯 7 号增产 17.5%。
2002 年品比第 1 年，折合公顷产量 17 358 kg，比

对照晋薯 7 号公顷产量 19 440 kg 减产 10.7%。
2003 年品比第 2 年，折合公顷产量 20 610 kg，比

对照晋薯 7 号公顷产量 17 310 kg 增产 19.1%，占

参试品种第 2 位。2004 年品比第 3 年，折合公顷产

量 27 210 kg，比对照晋薯 7 号公顷产量 17 820 kg
增产 52.7%，占参试品种第 1 位。3 年品比试验平均

比对照增产 20.4%。

3.2 全国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

2007~2008 年参加全国马铃薯品种区试中晚熟

华北组试验，对照品种为紫花白，2 年试验均居参

试品种第 1 位。2007 年 7 个参试点 6 个点增产，1
个 点 减 产（其 中 3 点 第 一）， 增 产 幅 度-10.8%～
70.6%，各点平均公顷产量 243 15kg，比对照增产

21.6%，最高公顷产量 42 169.50 kg，丰产性稳产

性表现较好；2008 年 5 个参试点 4 个点增产（且

居第一）1 个点减产，增产幅度-34.6%～70.6%，平均

公顷产量 22 689 kg，比对照增产 27.87%，最高公顷

产量 3 5 452.50 kg；2 年平均公顷产量 23 502 kg，比

对照增产 24.7%。在 2 年的试验中，平均单薯重量、
商品薯率 2 项指标在参试品种中均为最高。
3.3 全国马铃薯品种区域生产试验

2008 年参加全国马铃薯区试华北组生产试验，

平均公顷产量 23 088 kg，比对照紫花白平均增产

22.4%，在所有参试材料中产量居首位。7 个试点

全部增产，4 点第一，最高公顷产量 31 251 kg。
在生产试验中，平均单薯重量、商品薯率 2 项指标

在华北组参试品种中均为最高。

4 主要优缺点

该品种的主要特点是生长势强，对花叶病、
卷叶病具有较强的抗性，退化慢；稳产性好，块

茎膨大快，增产潜力大；适于鲜薯食用、鲜薯出

口。缺点是膨大期降雨、灌溉不均，容易出现空

心现象。

5 栽培技术要点

（1）本品种为中晚熟种，出苗到成熟 95 d 左右，

一季作区在 5 月上、中旬播种为宜，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收获。

（2）播前催芽，种植密度每公顷 52 500 株左右。
（3）施足基肥，配合一定数量磷钾肥可显著提高

产量和品质。
（4）出苗后加强田间管理，适时追肥，有灌溉条

件时注意膨大期均匀灌溉，避免和减少空心，及时

除草、中耕、培土。

6 适应范围

本品种适宜范围广，稳产性好，在山西、内蒙

古、河北、陕西等马铃薯一季作区均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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