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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铃薯杂交育种中, 亲本的选择除了应考虑

一般品种必须具备的性状, 如高产和抗病外, 还应

注意选择具有当前育种目标特性的亲本, 这有利于

增加后代集多种优良性状于一身的无性系的数量。

北美已育成的许多加工型品种就印证了这一观点 ,

如 美 国 利 用 Russet Burbank 品 种 做 亲 本 选 育 出 的

Russet Nuksaik, 不但保留了 Russet Burbank 的良好

外观和低还原糖的特性, 还增加了抗晚疫病和卷叶

病毒等特性[1]。马铃薯品种大西洋( Atlantic) 是美国

1976年选育的油炸薯片专用加工型品种, 该品种具

有产量高、食味好、油炸成品质量好等优良特性 ,

但在中国传统的栽培条件下同时也表现出晚疫病抗

性差、易退化、适应性差 以及大薯空 心等明显缺

摘 要 : 以马铃薯品种大西洋为母本的 6 个杂交组合的无性一代为试验材料 , 对组合的各个产量性状进行评

价。结果表明 : 综合表现较好的组合为大西洋 ×D2 和大西洋 ×早大白 , 这两个组合产量高 , 单株商品薯重也较高 ,

平均单株产量分别为 621.6 g 和 511.0 g, 平均单株商品薯重分别为 426.9 g 和 409.2 g; 尤其是大西洋×早大白组合 ,

后代的单株结薯数量较少( 4.9 个) , 且单薯重高( 107.9 g) , 是大薯块类型的高产组合。大西洋×克新 16 号组合和大西

洋×T1800 组合的产量中等, 可结合其它性状评价其利用方向。大西洋×克新 2 号组合的产量较低; 且单株商品薯重

也较低( 187.7 g) , 是利用价值较小的组合。大西洋×中薯 4 号组合的平均单株产量低( 380.7 g) , 但单株结薯数量少

( 4.5 个) , 因而单薯重较高( 93.5 g) , 可以选择高产的单株进一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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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的杂交组合及父本特性

组合代号 父本名称 父本特性

0508 中薯 4 号 栽培品种 , 早熟 , 结薯数量少 , 块茎大

0510 早大白 栽培品种 , 早熟 , 结薯数量少 , 块茎大

0511 克新 16 号
栽培品种 , 中晚熟 , 结薯数量中等 , 块茎
中等

05100 克新 2 号 栽培品种 , 中晚熟 , 结薯数量多 , 块茎中等

0509 D2 新型栽培种无性系 , 中晚熟 , 结薯数量中
等稍多

0513 T1800 新型栽培种无性系 , 中晚熟 , 结薯数量
偏多

陷。对该品种进行改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和未来一

段时期马铃薯品种的选育目标。

本试验以马铃薯品种大西洋为母本, 父本为具

有不同特征特性的栽培品种和特异性种质资源材料

6 份, 对这 6 个杂交组合的产量性状进行考察 , 评

价不同组合在新品种选育中的应用价值和具体的利

用方向, 为马铃薯资源创新和育种提供基础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马铃薯炸片加工型品种大西洋作为母本, 具

有不同特性的栽培品种和无性系资源材料为父本 ,

共 6 个杂交组合。父本名称及特性见表1。

1.2 田间试验

1.2.1 杂交组合配制

2004 年 , 在东北农业大学马铃薯杂交圃内配

制所需的 6 个杂交组合, 于同年秋季按组合收获所

有实生种子。

1.2.2 实生苗世代

2005 年 3 月 19 日 , 将上年收获的 6 个组合的

实生种子各取 300 粒, 在保温杯中浸种催芽, 室温

18℃左右。3 月 24 日将已发芽的种子按组合播 种

到温室的育苗床内。5 月 16 日将苗移栽到小塑料

营养钵内。6 月 14 日 , 将幼苗定植于香坊农学试

验站马铃薯实生苗圃, 坐水栽苗, 田间采取随机区

组设计 , 行长 10 m, 行距 0.7 m, 株距 0.3 m, 每

行种植 30 株。正常田间管理。2005 年 10 月 6 日

收获, 每个组合目测选择薯形规则、产量无异常的

60 个单株, 作为下年播种的试验材料。

1.2.3 无性一代

2006 年 4 月下旬从各组合内选取 36 个单株 ,

对入选单株进行编号, 然后从每个单株中取 2 个健

康 块 茎 , 分 别 组 成 两 套 块 茎 有 编 号 的 混 合 群 体 。

2006 年 5 月 15 日 , 将混合群体播种于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克山) 试验田。田间试验采用

完全随机排列, 按组合播种, 2 次重复, 行长 3 m,

行距 0.7 m, 株距 0.3 m, 每行种植10 株 , 每个组

合播种 4 行。生育期间进行正常的田间管理。

1.3 数据采集与处理

收获时对各组合的所有单株进行单株薯数、单

株薯重和单株商品薯重( 单薯重大于 75 g 的块茎为

商品薯) 等性状的测定。

根据单株薯数和单株薯重的结果进行平均单薯

重的计算:

对单株薯重、单株薯数、平均单薯重和单株商

品薯重等性状采用巢式设计分析方法进行方差分析

和差异显著性测验( SSR 法) [2]。

2 结果与分析

各组合单株产量、单株薯数、平均单薯重和单

株商品薯重等 4 个性状的多重比较见表2。

2.1 单株产量

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 各组合的单株产量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 , 单株产量最高的为 0509 组合 , 平

均单株产量可达 621.6 g, 显著高于其它组合的平

均单株产量 ; 单株产量最低的是 0508 组合 , 该组

合内各无性系的平均产量仅为 380.7 g; 其余 4 个

组合间的单株产量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各组合单株

表 2 各杂交组合的产量性状表现

组合代号
单株产量

( g)
单株薯数

( 个)
平均单薯重

( g)
单株商品薯

重( g)

0509 621.6 a 8.0 a 79.7 b 426.9 a

0513 514.7 b 7.3 a 78.8 b 256.3 b

0510 511.0 b 4.9 b 107.9 a 409.2 a

0511 484.2 bc 5.3 b 87.8 b 379.2 a

05100 447.4 bc 7.8 a 61.2 c 187.7 b

0508 380.7 c 4.5 b 93.5 ab 246.5 b

单株薯数

单株薯重
平均单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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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平均值在 447.4～514.7 g 之间。

依据各杂交组合全部无性系单株产量的平均值

分布状况绘成图 1。由图 1 可见, 0508 组合的单株

产量在低值端有较多的分布 , 有 17 份无性系材料

的单株平均产量低于 300 g ; 0509 组 合大部分无

性系的平均单株产量均大于 400 g, 其中单株产量

在 400～500 g 之间的无性系有 10 份 , 单株产量大

于 500 g 的无性系材料为 23 份; 0510 组合有 25 份

无性系材料的单株产量大于 400 g, 0513 组合有 23

份无性系的单株产量大于 400 g, 这两个组合无性

系的单株产量在高值端分布的比例稍高 ; 0511 组

合 有 17 份 无 性 系 材 料 的 单 株 产 量 小 于 400 g,

05100 组合有 16 份无性系的单株产量小于 400 g,

这两个组合无性系的单株产量在高值端分布的比例

稍低。

2.2 单株薯数

在单株薯数这一性状上, 6 个组合间也表现出

显著的差异( 表 2) , 结薯数量较少的为 0508 组合、

0510 组合和 0511 组合 , 平均单株结薯数量分别为

4.5 个、4.9 个和 5.3 个 , 3 个组合的单株薯数显著

高 于 其 它 组 合 , 但 组 合 间 未 表 现 出 显 著 的 差 异 。

0513 组合、05100 组合和 0509 组合结薯数量较多,

平均单株结薯数量分别为 7.3 个、7.8 个和8.0 个 ,

3 个组合间的单株薯数差异也不显著。

依据各杂交组合全部无性系单株薯数的平均值

分 布 状 况 绘 成 图 2。 由 图 可 见 , 结 薯 数 量 较 少 的

0508 组合、0510 组合和 0511 组合, 无性系的单株

薯数在低值端分布的比例较高 , 三个 组合分别有

29 份、28 份和 26 份无性系的单株薯数小于 6 个。

结薯数量较多的 0513 组合、05100 组合和 0509 组

合 , 无性系的单株薯数在低值端分布的比例较低 ,

三个组合分别仅有 16 份、12 份和 11 份无性系的

单株薯数小于 6 个, 而单株薯数多于 8 个的无性系

分别为 13 份、13 份和 14 份。

2.3 单薯重

本试验 6 个组 合的平均单 薯重存在显 著差异

( 表 2) 。0510 组合的平均单薯重最高 , 达 107.9 g;

其次是 0508 组合 , 平均单薯重为 93.5 g; 0511 组

合、0509 组合和 0513 组合的平均单薯重中等 , 分

别达 87.8 g、79.7 g 和 78.8 g; 05100 组合的平均单

薯重最低, 仅为 61.2 g, 显著低于所有供试组合。

由各组合无性系平均单薯重的分布状况绘成图

3。从图 3 可以看出, 平均单薯重最高的 0510 组合

在高值端有较多的无性系, 全部无性系材料的平均

单薯重均在 70 g 以上, 其中有 19 份无性系的平均

单薯重大于 100 g; 平均单薯重最低的 05100 组合

在低值端有较多的无性系 , 平 均单薯重小 于 70 g

的无性系材料共 2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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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单株商品薯重

各个组合的单株商品薯重存在显著差异 ( 见表

2) 。平均单株商品薯重较高的有 0509 组合、0510

组 合 和 0511 组 合 , 分 别 为 426.9 g、 409.2 g 和

379.2 g; 3 个组合的平均单株商品薯重均显著高于

其它参试组合, 但这 3 个组合间差异不显著; 0513

组合、0508 组合和 05100 组合的平均单薯重较低 ,

分别为 256.3 g、246.5 g 和 187.7 g, 3 个组合间差

异也不显著。

把各杂交组合单株商品薯重的分布状况绘成图

4。由图 4 可见 , 多数供试组合的平均单株商品薯

重均呈现出在低值端有较多分布。05100 组合所有

无性系的平均单株商品薯重均小于 600 g, 其中有

17 份无性系材料的平均单株商品薯重小于 150 g;

0513 组合、0508 组合和 0511 组合平均单株商品薯

重小于 150 g 的无性系材料分别为 12 份、11 份和

8 份 ; 0509 组合和 0510 组合的多数无性系材料的

平均单株商品薯数量分布在 150～600 g 之间 , 其中

0509 组合有 31 份, 0510 组合有 28 份。

通过对参试 各组合的单 株产量、单株 结薯数

量、平均单薯重和单株商品薯重等产量性状逐一进

行分析和评价, 结果表明:

所有供试材料中综合表现较好的为 0509 组合

( 大西洋×D2) 和 0510 组合( 大西洋×早大白) ; 大西

洋×D2 组合后代的平均的单株产量高( 621.6 g) , 但

单株结薯数量稍多( 8.0 个) , 因此导致单薯重中等

( 79.7 g) , 但单株商品 薯 重 高( 426.9 g) ; 大 西 洋×

早大白组合后代的平均单株产量较高( 511.0 g) , 单

株结薯数量较少( 4.9 个) , 因而单薯重高( 107.9 g) ,

同时单株商品薯重也较高( 409.2 g) 。

0511 组 合( 大 西 洋×克 新 16 号) 和 0513 组 合

( 大西洋×T1800) 的表现中等 ; 大 西洋×克新 16 号

组合的平均单株产量中等( 484.2 g) , 但单株结薯数

量较少( 5.3 个) , 单薯重中等( 87.8 g) , 单株商品薯

重较高( 379.2 g) ; 大西洋×T1800 组合的平均单株

产量较高( 514.7 g) , 但由于单株结薯数量较多( 7.3

个) , 因而单薯重中等( 78.8 g) , 导致单株商品薯重

较低( 256.3 g) 。

05100 组 合( 大 西 洋×克 新 2 号) 和 0508 组 合

( 大西洋×中 薯 6 号) 的表现 稍差 ; 大西洋×克新 2

号组合的平均单株产量中等( 447.4 g) , 且单株结薯

数量较多( 7.8 个) , 因而单薯重较低( 61.2 g) , 同时

单株商品薯重也较低( 187.7 g) ; 大西洋×中薯 4 号

组合的平均单株产量低( 380.7 g) , 但由于单株结薯

数量少( 4.5 个) , 虽然单薯重较高( 93.5 g) , 但单株

商品薯重量仍较低( 246.5 g) 。

3 讨 论

马铃薯杂交育种后代通常表现出与亲本有着极

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四

体遗传所导致的, 四体遗传的方式增加了性状分离

的复杂程度, 希望通过一轮杂交和选择就在抗病性、

抗虫性、产量和品质方面获得重大改进的可能性很

小[3]。但好的亲本和优良的杂交组合可在一轮杂交后

很快鉴定出来,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育种工作

的盲目性, 从而使育种的世代周期相对缩短。

本试验采用的母本和父本材料各具特点, 有的

材料是近年来刚刚应用到育种方案中的, 尚未进行

系统评价 。例如 D2, 是新型 栽 培 种 后 代 无 性 系 ,

具有植株长势好、开花繁茂、花粉量大、产量高等

特点, 但结薯数量中等稍多。本试验中以其做父本

配制的杂交组合后代表现出双亲的高产特性, 在所

有参试组合中平均单株产量、单株商品薯重均为最

高, 与此同时, 该组合的单株薯数也位居所有组合

之首, 可见该组合强烈遗传了父本由结薯数量决定

产量的重要特征。早大白是目前生产上有一定应用

面积的早熟鲜食品种 , 该品种具有高产、薯块大、

结薯数量少等特点。本试验中以其做父本的组合后

代平均产量较高, 单株商品薯重也较高, 值得一提

的是其单株结薯数量较少, 与父本由块茎重决定产

量的特征极为相似。从上述两个组合的综合情况来

看, 尽管前者在产量上显著高于后者, 但二者在单

图 4 各杂交组合单株商品薯重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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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yield and its components were evaluated for 6 crosses using cv. Atlantic as

female parents in the first clonal generation. The crosses, Atlantic ×D2 and Atlantc ×Zaodabai, performed well,

with high total yield and marketable yield, which were 621.6 g and 511.0 g, and 426.9 g and 409.2 g on the basis

of a hill, respectively. Particularly, the cross, Atlantic ×Zaodabai, was more promising, in view of its low tuber set

(4.9) and high mean tuber weight (107.9 g), therefore, it can be considered a type of cross with its progenies

tending to have high tuber yield but few tuber set. The crosses, Atlantic ×Kexin 16 and Atlantic ×T1800, had a

medium yield, and their use in potato breeding can be determined with considerations of other traits. The cross

Atlantic ×Kexin 2 had low total yield and low marketable yield (187.7 g·hill- 1) as well,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cross Atlantic ×Zhongshu 4 had low total tuber yield (380.7 g·hill - 1), and low tuber set (4.5),

leading to a high mean tuber weight (93.5 g). High yield genotype should be selected in this cross for their further

evaluation.

Key Words: potato; cross; yield

株商品薯重量上并未存在显著差异, 但后者更具有

明显的优势特性, 即结薯数量少, 因而平均单薯重

较大, 薯块大而整齐, 可见该组合在这一性状上的

优良特征。克新16 号是近年国内新育成的炸片专

用型品种, 该品种的基本特性与大西洋相似, 产量

较高、块茎整齐。T1800 是早年鉴定的有野生种和

新型栽培种血缘的特异性资源, 具有植株繁茂, 开

花好, 花粉量大、高产和高淀粉等特性, 但单株结

薯数量偏多 , 有 些琐碎。以 克新16 号和T1800 为

父本的两个杂交组合后代平均单株产量中等, 但前

者结薯数量适中因而单株商品薯重较大, 后者结薯

数量较多因而单株商品薯重较小, 二者的这一特性

均与其父本特性相似; 由于这两个父本与母本大西

洋均具有较高的淀粉含量, 因此不排除可以在产量

中等的组合中选择出淀粉含量较高的个体。克新2

号是生产上应用多年的中晚熟品种, 以其为父本的

杂交组合后代平均单株产量偏低 , 结薯数量较多 ,

平均单薯重较低, 单株商品薯重偏低, 基本上没有

遗传双亲的优点, 从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该组合

的利用价值不大。中薯4 号是近年国内新育成的早

熟鲜食和油炸兼用型品种。该品种薯块大、商品性

好、产量较高, 以其为父本配制的杂交组合后代的

平均单株产量偏低, 但结薯数量少, 因而平均单薯

重较高, 可见其遗传了其父本结薯数量少、块茎大

的特点, 因此, 尽管组合的平均单株产量低, 但仍

有可能从中选育出熟期早 、薯块大、结薯 数量适

中, 产量较高的无性系材料。

由于马铃薯杂交组合配制的影响因素较多, 短

时间内难以配制成完整的、符合一定试验设计的组

合用于较系统地评价几个亲本的育种价值, 因此本

文仅利用育种实践中获得的一些基础数据对少量的

杂交组合进行初步的评价, 为育种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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