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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代号 母 本 父 本 无性系( 份数)

1

2

F81109

B5141- 6

B5141- 6

F58050

80

72

3

4

F58059

F64073

ND6993- 13

F59045

53

64

5

6

F49013

F67128

F66011

F61101

55

66

7

8

Tobigue

B8181- 1

X96- 56

F73008

72

52

9

10

F49013

Tobigue

F61101

F59094

62

53

11

12

65- ZA- 5

Raritan

F59094

F63050

68

54

13

14

F71002

B5141- 6

F59103

F81099

64

77

h 1 ij0123

k l: 中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首位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 , 以及外

资企业在中国的纷纷建厂 , 对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加 , 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培育已成为

当务之急。本文根据食 品 加 工 型 马 铃 薯 品 种 的 6 项 选 育 指 标( 炸 制 品 质 、 薯 形 、 产 量 、 大 中 薯 率 、 抗 病 性 、 熟

期) , 对 14 个马铃薯杂交组合进行单个指标的评价和组合的级别评价 , 最终确定组合 F81109 ×B5141- 6、B5141- 6

×F58050、F67128 ×F61101、F49013 ×F61101、F71002 ×F59103 可作为选育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比较有前景的

杂交组合。

mno: Solanum tuberosum L; 食品加工; 组合评价

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是当前中国马铃

薯育种工作的重点, 同时更是难点。育种工作的有

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杂交亲本的正确选择和组合

的配制[1], 目前在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选育方

面, 中国缺乏的不仅仅是杂交亲本, 更重要的是缺

少优良的杂交组合。根据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

各项选育指标而进行的优良杂交组合的评价是选育

此类品种的重要基础。在过去的研究中, 往往都集

中在食品加工型马铃薯的品种和资源筛选 [2, 3], 以

及育种技术方法[4]等方面 , 而对选育食品加工型马

铃薯品种的优良杂交组合评价方面尚未见报道。本

试验利用选育食品加工型马铃薯的各项指标对 14

个杂交组合进行评价, 以建立起评价食品加工型马

铃薯优良组合的方法, 筛选出食品加工型马铃薯的

优良组合, 为选育食品加工型马铃薯新品种提供新

的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p q
供试杂交组合见表 1。 1.2 r s

试验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的试

验田中进行。2000 年在温室播种实生种子 , 并定

植于田间, 由于实生苗阶段生育期较长, 在黑龙江

省自然条件下植株尚未完全成熟, 对各项选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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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 因此 实生苗阶段 不进行任何

选择。2001 年无性系一代开始进行组合评价 , 试

验 设 计 为 单 行 区 , 按 组 合 顺 序 排 列 , 不 设 重 复 ,

行长 150 m, 株距 30 cm, 行距 70 cm, 每行种植

5 株。

评价指标分为 6 项:

( 1) 产量 : 按照平均单株产量( kg·株- 1) 分为三

部分: >1, 0.5~1, <0.5。

( 2) 薯形 : 分为长 形( 长宽比大 于 1.5) , 椭 圆

形( 长宽比介于 1.0 和 1.5) 和圆形( 长宽 比接近 1)

三部分。

( 3) 块 茎 的 抗 晚 疫 病 性 : 根 据 烂 薯 情 况 分 为

抗 、 感 和 极 感 3 种 ; 烂 薯 率 为 0—抗 , 烂 薯 率 <

10%—感, 烂薯率 ≥10%—极感。

( 4) 大 中 薯 率( %) : 按 照 大 中 薯( 单 薯 重 大 于

150 g) 重量占总重量的百分比的大小分为三部分 :

≥ 90%, 80%~90%, <80%。

( 5) 炸制品质 : 根据加拿大农业部炸片色泽图

评价炸 制 色 泽 ,按 比 色 卡 由 10 分( 深 色) 到 100 分

( 浅 色) 对 各 样 品 的 炸 制 品 质 进 行 打 分 , 分 为 好 ,

中 , 差 3 类( 高 于 80 分 的 色 泽 为 好 , 60~80 分 为

中, 低于 60 分为差) 。

( 6) 熟期: 分为早( 出苗至成熟 70 d 以内) , 中

( 出苗至成熟 70~90 d) , 晚( 出苗至成熟大于 90 d)

3 个熟期。

收获前进行 熟期调查 , 收 获时调查薯 形及烂

薯情况 , 收获后窖内储藏 一个月后进 行产量、大

中薯率、块茎抗病性的测定以及炸制品质的试验。

供试组合的级别评价利用白俄罗斯马铃薯研究所的

杂交组合级别评价方法[5], 将每一个评价指标分为

3 个级别, 第 1 个级别为最佳。

2 结果与分析

2.1 !"#$%&’()*$+,-./012
34

选育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最关键的指标是

炸制品质 , 其次是薯形 。从炸制品质 的结果来看

( 表 2) , 在组合 1、2、3、5、14 的炸制品质优 良

组合

代号

薯型 熟期 炸制品质 抗病性 产量 大中薯率

圆 椭圆 长 早 中 晚 好 中 差 抗 感 极感 ≥1 0.5~1 <0.5 ≥90 80~90 <80

1 30.0 26.0 44.0 2.0 92.9 5.1 42.0 10.0 48.0 60.0 28.0 12.0 8.0 86.0 6.0 30.0 40.0 30

2 49.7 32.9 17.4 2.4 95.2 2.4 32.1 16.7 51.2 54.8 31.0 14.2 0 75.0 25.0 19.1 40.5 40.4

3 27.3 51.4 21.3 1.4 94.4 4.2 22.2 11.1 36.7 44.5 33.3 22.2 22.2 66.7 11.1 11.1 55.6 33.3

4 15.8 52.6 31.6 5.3 89.4 5.3 15.8 21.1 63.1 63.2 21.1 15.7 10.5 84.2 5.3 10.5 68.4 21.1

5 30.4 47.8 21.8 4.0 82.6 13.4 26.1 34.8 39.1 56.5 26.1 17.4 21.7 61.9 17.4 17.4 36.8 45.8

6 15.4 36.5 48.1 1.2 89.1 9.7 16.9 14.0 69.1 70.9 20.0 9.1 32.7 54.6 12.7 47.3 38.2 14.5

7 31.6 47.4 11.0 0 68.4 31.6 7.9 7.9 84.2 76.3 13.2 10.5 15.8 71.1 13.1 18.4 44.7 36.9

8 12.0 64.0 24.0 8.0 56.0 36.0 8.0 12.0 80.0 72.0 24.0 4.0 24.1 75.2 0.7 12.0 48.0 40.0

9 26.2 31.3 42.5 0 50.0 50.0 12.5 36.5 50.0 100.0 0 0 6.3 81.3 12.4 18.8 37.5 43.7

10 57.1 35.7 7.2 6.2 92.9 0.9 7.1 7.1 85.8 64.3 14.3 21.4 14.3 71.4 14.3 14.3 42.9 42.8

11 33.3 44.4 22.3 0 84.2 15.8 0 5.3 94.7 73.7 15.8 10.5 10.5 68.4 21.1 15.8 36.8 47.4

12 21.4 42.9 35.7 1.2 92.9 5.9 7.1 21.3 72.6 50.0 41.7 8.3 14.3 78.6 7.1 14.3 64.3 21.4

13 21.6 36.7 41.7 2.1 90.1 7.8 8.3 24.9 66.8 58.3 16.7 25.0 25.0 50.0 25.0 50.0 25.0 25.0

14 29.3 48.8 21.9 4.9 92.7 2.4 22.0 24.4 53.6 48.8 39.0 12.2 4.9 73.2 21.9 26.8 46.4 26.8

5 2 67,-.80!"19:34;<

注: 表中数据为各指标的杂交组合后代的个体数占群体总数的百分比。

( %)

·327·评价适合选育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杂交组合———金光辉 , 白雅梅 , 孙秀梅 , 等



组合

级别

评价指标

炸制品质 薯形* 大中薯率 产量 抗病性 熟期* *

1 5 4 3 3 2.0 1.0

2 3 1 1 2 1.0 0.7

3 1 0 0 1 0.5 0.5

! 3 "#$%&"#’()$*+,-

注: * 圆和长型薯均为 1 级 ; ** 中熟的为 1 级 , 晚熟为 2 级 ,

早熟的为 3 级。

组合号
评价指标

炸制品质 薯形 产量 大中薯率 抗病性 熟期

1 2.885 3.224 2.022 1.301 1.540.5 0.971.0

2 2.625 3.014 1.751 0.980 1.480.5 0.981.0

3 1.813 2.460 2.113 0.890 1.330.5 0.981.0

4 2.053 2.420 2.052 1.000 1.550.5 0.961.0

5 2.745 2.571 2.062 0.890 1.480.5 0.941.0

6 1.963 2.914 2.203 1.813 1.661.0 0.961.0

7 1.491 2.150 2.032 1.000 1.711.0 0.910.7

8 1.561 2.080 2.233 0.840 1.701.0 0.850.5

9 2.223 3.064 1.942 0.940 2.002.0 0.850.5

10 1.431 2.934 2.002 0.860 1.540.5 0.971.0

11 1.111 2.671 1.891 0.840 1.681.0 0.951.0

12 1.723 2.711 2.072 1.070 1.460.5 0.981.0

13 1.833 2.904 2.002 1.753 1.460.5 0.971.0

14 2.373 2.541 1.831 1.271 1.430.5 0.971.0

. 4 /01234567829:;"<=
>?@,=*+AB

组合

号

评价指标 级别

总和薯形 炸制品质 产量 大中薯率 抗病性 熟期

1 4 5 2 1 0.5 1.0 13.5*

2 4 5 1 0 0.5 1.0 11.5*

3 0 3 3 0 0.5 1.0 7.5

4 0 3 2 0 0.5 1.0 6.5

5 1 5 2 0 0.5 1.0 9.5

6 4 3 3 3 1.0 1.0 15.0*

7 0 1 2 0 1.0 0.7 4.7

8 0 1 3 0 1.0 0.5 5.5

9 4 3 2 0 2.0 0.5 11.5

10 4 1 2 0 0.5 1.0 8.5

11 1 1 1 0 1.0 1.0 5.0

12 1 3 2 0 0.5 1.0 7.5

13 4 3 2 3 0.5 1.0 13.5*

14 1 5 1 1 0.5 1.0 9.5

的后代所占比例比较大 , 其次是组合 4、6 和组合

9。在薯形这个指标中, 组合 2、5 的后代群体中圆

形薯所占比例较多, 且炸制品质比较优良, 适于选

育炸片型品种 ; 而组合 6、9 的后代群体中长形薯

所占比例比较大, 则更适于选育炸条型的品种。而

组合 1 的圆形和长形薯的比例均超过 了 30%, 即

适于选育炸条型品种, 又比较适于选育炸片型的品

种。在产量上 , 组合 3、5、6、8、13 的后代群体

的产量性状比较突出 ; 在大中薯率方面 , 组合 1、

6、13 的大中薯率大于 90%的所占比例比较高, 且

多为长形薯。综合产量、大中薯率, 结合薯形这个

选育指标 , 可以看出 , 组合 1、6、13 比较适合选

育炸条形品种。

在熟期方面, 除了组合 7、8、9 之外, 大多数

组合的后代都偏向于中熟 , 尤其是组合 1、2、3、

10、 12、 13 和 14 的 后 代 中 熟 所 占 比 例 均 超 过

90%, 比较适合选育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熟期

要求, 因为早熟品种的生育期短, 干物质的含量比

较低, 不适于做食品加工用。组合 7、8、9 的后代

群体中, 晚熟的所占比例比较大。在块茎抗晚疫病

方面, 组合 7、8、9 的群体抗病性较强, 其次为组

合 1、4、6、10 和 11, 而其余组合的群体抗病性

较差。

2.2 /0123C567829"<D$%*+
组合的级别 评价是从组 合的总体指 标为出发

点, 根据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的各项选育指标确

定组合级别, 利用各组合的级别之和对组合进行级

别评价, 从而更全面的评价各杂交组合的总体性状

( 表 3) 。

选育食品加工型马铃薯品种杂交组合的各项指

标的评价结果见表 4, 根据杂交组合群体各项指标

的结果而确定组合的最终级别评价结果见表 5。

注: 表中数据是根据表 2 数据计算所得 , 表 2 中各数据乘以表

3 相应级别之和即得表 4 数据。

. 5 /0123C56782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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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食品加 工型马铃薯 品种的最重 要的指标

是炸制品质和薯形 , 因此组合群体的 炸制品质的

级别 水 平 不 应 低 于 3, 薯 形 指 标 的 级 别 水 平 应 为

4, 级 别 总 和 不 能 少 于 10, 从 组 合 群 体 级 别 评 价

的 结 果 来 看 , 与 这 些 级 别 指 标 相 符 合 的 组 合 为

1、2、6、9 和 13。 在 这 些 入 选 组 合 的 杂 交 亲 本

中 , 需要注意的是 B5141- 6 这个亲本材料 , 无论

作为父本 , 还是作为母本 , 都能够 将炸制品质 这

个基因很好地遗传给后代。对于 选育食品加 工型

马铃薯品种的杂交组合配制来说 , F49013 这个材

料 可 作 为 优 良 的 母 本 , 而 F61101 则 可 作 为 很 好

的父本。

3 讨 论

杂交组合配制是马铃薯育种工作的一个重要环

节, 组合配制是否得当决定着育种工作能否取得大

的成效。好的优良杂交组合可以同时选育出多个品

种, 如白头翁 ×卡它丁这一个组合就选育出 6 个品

种 , 其中有 2 个属于国家审定品种( 东农 303 和克

新 4 号) 。而组合评价是验证组合配制是否得当的

一个重要方法。

单个指标的评价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不能

全面地衡量杂交组合的优良与否。根据食品加工型

马铃薯品种的各项选育指标而确定的组合群体级别

评价, 能够比较全面地对杂交组合进行综合评价 ,

从试验结果来看 , 组合 F81109 ×B5141- 6、B5141-

6 ×F58050、 F67128 ×F61101、 F49013 ×F61101、

F71002 ×F59103 可作 为选育食品 加工型马铃 薯 品

种的比较有前景的杂交组合。本试验研究到目前为

止, 已从 F81109×B5141- 6 杂交组合中选育出了我

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炸条专用型马铃薯新

品种克新 17 号, 该品种于 2005 年 3 月通过黑龙江

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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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ross Combinations Designed for Breeding
Potato Cultivars Suitable for Food Processing

JIN Guang- hui1, BAI Ya- mei2, SUN Xiu- mei1, LU Wen- he2

( 1. Potato Research Institute,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eshan 161606, Heilongjiang, China;

2.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Heilongjiang, China )

Abstract: China ranks first in terms of area and production of potatoes. As living standard and diet structure

improve and so many foreign- funded enterprises establish their factories in China, the market demand for potato

processing cultivars is increasing. So the development and release of cultivars suitable for food processing is

urgently needed. In this research, 14 cross combinations were evaluated for six characters (frying quality, tuber

shape, total yield, marketable yield percentage, disease resistance, and maturity), individually and in combination.

The cross combinations, F81109 ×B5141- 6, B5141- 6 ×F58050, F67128 ×F61101, F49013 ×F61101, F71002 ×

F59103, showed promis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cultivars suitable for food processing.

Key Word: Solanum tuberosum L; food processing; cross combin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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