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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Nine potato cultivars gorwn in pots containing saline-sodic soil were evaluated for their saline-sodic tolerance
through observing the emergence, survival percentage and yiel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se cultivars had different
levels of saline-sodic tolerance, and the saline-sodic tolerance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emergence rate and yield. The potato
cultivar Kexin 19 was the bes t one with saline-sodic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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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采用盆栽的方法对 9 个马铃薯品种进行苏打盐碱适应性研究，通过对出苗、成活情况和产量进行观

察和测定，筛选出抗苏打盐碱性强的品种。结果表明：不同品种的抗盐碱性能各不相同，抗盐碱性与出苗率、产量呈正

相关。9 个试验品种中，克新 19 号在盐碱处理中表现高产，抗盐碱性明显好于其它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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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马铃薯品种苏打盐碱适应性盆栽试验———赵海红，王士强，胡喜平，等

盐碱浓度对马铃薯的出苗、生长及产量均有很

大影响。pH 值在 7.8 以上时，绝大多数马铃薯品

种的生长都受到抑制，耐盐碱能力弱的表现为出

苗困难，甚至死亡[1]。我国约有盐碱地 0.27 亿 hm2,
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内陆地区及长江以

北沿海地带，其中黑龙江省的盐碱地土壤是以

NaHCO3 和 Ca(HCO3)2 为主的苏打盐碱地[2]。
20 世纪 80 年代，黑龙江省是全国第二个马铃

薯种植大省，后来由于内蒙古、贵州和甘肃等省种

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使黑龙江省马铃薯种植面积在

全国排名不断下降[3]，加上单产水平一直不高[4]，严

重影响了总产量。因此为提高马铃薯总产量，就有

必要增加种植面积，其中充分的利用盐碱地资源是

提高马铃薯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培育和引种适应高盐碱环境的优良耐盐碱植物，

对改善广大盐碱地生态系统，丰富盐碱地景观，提

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经济收益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

的意义[5]。现在，耐盐碱育种工作基本按照以下途径

开展： （1）通过品种间杂交等手段选育耐盐碱品种；

（2）对现有植物物种进行耐盐碱性筛选；（3）利用现

代生物技术创造新的耐盐碱品种。其中，对物种耐

盐碱性筛选的方法是重要的育种基础资源研究[6]。
本试验主要研究在盆栽条件下 9 个马铃薯品种

的抗苏打盐碱性强弱，试图筛选出表现好、抗苏打

遗传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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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品种马铃薯在不同处理中收获的盆栽数

Figure 1 Pots harvested for various potato cultivars under saline-sod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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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性强的优良种质，为马铃薯品种在盐碱地区的

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克新 12，克新 13，克新16，克新

18，克新 19，克新 20，克新 21，花园 525 和大西

洋 9 个品种，试验材料等级、来源一致，由黑龙江

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提供。
供试土壤：对照为佳木斯分院试验田土壤，pH

6.28，处理Ⅰ为大庆地区轻盐碱地土壤，pH 6.9，全

盐含量为 0.23%；处理Ⅱ为大庆地区重盐碱地土壤，

pH 7.26，全盐含量为 1.84%。
1.2 试验方法

盆栽试验于 2008 年 6 月在佳木斯分院盆栽场进

行。试验设对照（CK）、轻盐碱（Ⅰ）、重盐碱（Ⅱ）3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次重复，每盆装土 17.4 kg，盆

高 32 cm，直径为 34 cm。浇水（每盆浇水量相同），

待水渗入后，将带有芽眼的马铃薯种块随机播种到

各处理盆栽中，每盆播种 2 个薯块，覆土 4 kg。之

后用字母标记各品种（大西洋、克新16、克新 20、
克新 18、克新 21、克新 12、克新 19、花园 525 和

克新 13 分别标记为 A、B、C、D、E、F、G、H、
I）。幼苗初期间苗，每次重复保留 1 株马铃薯苗。

在收获时对地下部（块茎数、大中薯数、小薯

数、产量）主要数量性状进行考种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盐碱处理对各品种出苗、生长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在轻盐碱处理中，克新 12

（F）收获了 2 个盆栽，在重盐碱处理中，克新 20
（C）收获了 2 个盆栽，克新 16（B）和克新 21（E）两个

品种都只收获了 1 个盆栽。由此推断，马铃薯植株

能否正常生长, 主要取决于品种材料的抗（耐）盐碱能

力。抗（耐）盐碱的品种在重盐碱处理中也能够正常

出苗、生长，不抗（耐）盐碱的品种，在轻盐碱处理

中植株就已经不能出苗。
植株生长势对地下块茎的形成和发育有着直接

的影响。马铃薯地上部分生长势强，叶片较大、数

量相对较多，光合作用效率也高，对地下块茎的形

成和发育有利。
试验中的多数品种植株的生长势在盐碱处理中

均低于对照，主要表现为植株矮小，叶片萎蔫变黄，

苗期、花期延长。综合两个盐碱处理中的各品种表

现来看，克新 19（G）、克新 20（C）和克新 16（B）3 个

品种在盐碱处理中植株繁茂、叶色浓绿，生长势与

对照相比下降趋势较小。克新 12（E）、克新 13（I）和

花园 525（H）3 个品种在盐碱处理中的植株矮小细

弱，叶片发黄干枯，不展叶缘的叶片较多。
2.2 不同盐碱处理对各马铃薯品种产量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各品种在盐碱处理中的产量

都明显低于对照。除克新 18（D）外，其余各品种在

重盐碱处理中产量都明显低于轻盐碱处理，在轻盐

碱处理中，克新 16（B）、花园 525（H）、克新 20
（C）和克新 19（G）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分别为

0.68 kg、0.65 kg、0.55 kg 和 0.55 kg。而在重盐碱处

理中，克新 19（G）的产量最高，为 0.35 kg，其次是克

新 20（C）、大西洋（A）和克新 18（D），均为 0.30 kg。
由收获的盆栽数、各品种在不同处理中的产量

两个指标综合评价，克新 19 抗苏打盐碱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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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Variety

盐碱处理中

总产量（kg）
Total yeild

under saline-
sodic st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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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薯数量

（No.）
Marketable 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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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8

5

8

4

5

8

6

0.79 aA

0.83 aA

0.82 aA

0.81 aA

0.82 aA

0.81 aA

0.82 aA

0.75aA

0.83 aA

6

5

7

7

7

5

6

6

7

0.14 bB

0.23 bB

0.18 bB

0.07 bB

0.12 bB

0.10 bB

0.18 bB

0.22 bB

0.18 bB

4

2

3

3

1

3

4

4

4

0.10 cB

0.10 cC

0.15 bB

0.10 bB

0.05 cC

0.04 cC

0.12 cC

0.06 cC

0.08 cC

2.3 不同盐碱处理对各品种商品薯产量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知（表 1），对照盆栽中形成的商

品薯个数较少，但薯块较大。轻盐碱处理中形成

的商品薯较多，但薯块较小。重盐碱处理中的单

株结薯数明显减少，形成的商品薯无论是数量还

是重量都明显低于对照和轻盐碱处理。这说明盐

碱土壤对块茎形成和膨大都产生了抑制作用。各

品种在盐碱处理中的产量都显著低于对照。
在轻盐碱处理中克新 16（B）和花园 525（H）的

平均产量明显高于其它 7 品种，克新 20（C）、克新

19（G）和克新 13（I）的平均产量均为 0.18 kg，高于

其它 4 个品种。在重盐碱处理中克新 20（C）的平

均产量最高，其次是克新19（G），分别为 0.15 kg
和 0.12 kg，两个品种的平均产量都高于其它 7 个

品种。大西洋（A）、克新 16（B）和克新 18（D）的平

均产量均 为 0.10 kg，克 新 13（I）的 平 均 产 量 为

0.08 kg，均高于其它 3 个品种。
各品种在不同盐碱处理下的产量各不相同，其

中克新 19（G）在盐碱处理中的总产量最高，克新

20 排第 2 位。可见品种对盐碱适应性影响其产量。

注：数量与产量均为 3 次重复的平均值；小写字母代表 0.05 水平显著，大写字母代表 0.01 水平显著。
Note: Tuber number and yield are the average value over three replicates; Small letters and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 of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表 1 不同盐碱处理对各品种马铃薯商品薯数量及平均产量的影响

Table 1 Marketable tuber number and yield of potato cultivars under saline-sodic stresses

图 2 各品种马铃薯在不同处理中的产量

Figure 2 Yield of potato cultivars under saline-sodic st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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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无论重盐碱土还是轻盐碱土对马铃薯生长均表

现出胁迫作用，受盐碱胁迫的总体趋势为出苗延

迟，植株矮小，生长势下降，部分品种植株叶片

萎蔫，老叶黄化甚至坏死，个别品种不出苗。盐

碱浓度越重，产量越低。
不同品种的抗盐碱性能各不相同，抗盐碱强的

品种出苗整齐，长势良好，产量高，抗盐碱差的品

种长势差，产量低。克新 19 品系无论在轻盐碱处

理或重盐碱处理中均表现高产。实践证明：将所

有的优良品种（系）放在盐碱土壤里进行适应性鉴

定，可从中筛选出在恶劣环境条件下的特有新品

种，为盐碱地新品种的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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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 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Tria l Pota to Varie ties
by Applying Grey Corre la tive Degree Analys is

TANG Jiarui1, HE Erliang2, GUO Tianshun2, WANG Tingjie 2, WANG Peng2, LU Tai2, YANG Zhiq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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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ongliang Experimenta l Sta tion, Tianshui Ins titute of Agricultura l Sciences , Tianshui, Gansu 741012, china )

Abs tract: A total of nine characters including yield, growth period, plant height, marketable tuber rate, dry matter content,
s tarch content, plant degeneration index, tuber ring rot rate, and potato late blight index in s ix potato varieties (lines), were
evaluated by us ing grey correlative degree analys is in late-maturing potato northwes t group of the Tianshuipilot s ite in 2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0031-17 and Tian 99-5-4 both had a good performance of comprehens ive traits. The weighted correlations
of the two lines were close, 0.720 and 0.716, while the equal-weighted correlations were 0.706 and 0.762, respectively.

KeyWords: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potato variety; comprehens ive evaluation; character

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评价马铃薯区试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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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5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35（2010）03-0132-04

摘 要：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国家马铃薯中晚熟西北组天水试点 2008 年 6 个马铃薯品种（系）试验资料的产

量、生育期、株高、商品薯率、干物质含量、淀粉含量、植株退化指数、环腐病薯率、植株晚疫病指数 9 个性状进行综

合评价，结果表明，综合性状表现良好的品系是 L 0031-17 和天 99-5-4 ，其加权关联度接近，分别为 0.720 和 0.716，

等权关联度分别为 0.706 和 0.762。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马铃薯品种（系）；综合评价；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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