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施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 全州土壤肥沃! 气

候冷凉! 适合马铃薯生长" 随 着种植业结 构的调

整! 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全州年种植面积已

达 !" 万 #$" 以上" 然而! 该地区生 态条件复杂!
常年多雨高湿! 晚疫病流行猖獗! 一些原抗病性较

好的推广品种感病日趋严重! 很难继续利用! 极大

地威胁着马铃薯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 &" 马铃薯晚疫

病的防治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化学药剂防治! 但

其易产生抗药性而丧失利用价值! 并造成环境 污

染" 二是选育抗病品种! 尤其是选育具有水平抗性

的品种! 是控制马铃薯晚疫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
"’’’ 年我们从 ()* 引进了 "+ 个晚疫病水平抗性杂

交组合的实生籽进行筛选鉴定! 旨在筛选出综合性

状较优! 具有水平抗性的材料在育种上加以利用!

同时期望从中筛选出适于本地区栽培的具有晚疫病

水平抗性的品种在生产上直接利用" 本文所及为部

分高代无性系比较试验结果"

! !"#$%

!"! !"#$
参试材料为 ()* 配制的马铃薯晚疫病水平抗性

杂交组合第四代无性系" 参试材料 + 个组合 !! 份

品系! 以西南地区大面积种植品种# ,-./$为第一对

照% (0!& ’ 目前推广的新品种# 鄂马铃薯 1 号$为第

二对照% (0"&见表 !(
!"# !"%&’()

试验设在湖北省恩施市天池山! 海拔 !"’’ $)
试验地平坦! 肥力中上等! 前茬玉米! 播前翻耕!
人工碎土后晴天播种"
!"$ !"*+,-.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1 次重复! 小区面积

+2+3 $"% 1211 $"" $& ! 小区及重复间距均为 ’24 $!

/0123456789:;<=>?@A!

& ’!( )*+!( ,-.!( / 0"( 123"( 456!

B!"#CD/01EFGHI JK LM $$%&&&N ’"#OGPQRSI JK TU $(&&)&#V

W XY !"#$%&’()*+ !!,-./+0123456789: ;<=>: ?@8A !!BCD1EF:
GHCI 13 5’’ 67J#$8"AK0 1L: CI 11 ’’’ 67J#$8"AK0 4L: MCN 4! 445 67J#$8"O PQK0%&’R+
7STUVKWXO YZ[H-I !39A\]K0 4L: MCN "’25:;9O ^K$_CI :59A\]K0 !B‘

Z[\Y "a$O %&bO ()R+O CD1EO cd

]^_‘Y "’’48!’8"!
abcdY 国家 !"# 资助项目"

efghY 程群% $ %& $ ’ & ! 女! 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农艺师!

从事马铃薯育种及组织培养工作"

<=/.># </$?@A< BA.A CD=/-EAF DG H*I358! <-E7@A <>.AB AJ=.KFA.2 L#A 7A@/=-E-M/=-CE @ANA@ /EF >.G<=/@@-E-=G
@ANA@ CO =#A AJ=.KFAF ?C=/=C <=/.># </$?@A< BA.A AJ/$-EAF DG =#A $AE<K./=-CE $A=#CF CO <=/.># AEMG$A #G#
F.C@GM/=-CE /EF P8./G F-OO./>=C$A=.G2 )= B/< AN-FAE>AF =#/= 7A@/=-E-M/=-CE @ANA@ CO =#A AJ=.KFAF ?C=/=C <=/.>#
</$?@A< FA>@-EAF O.C$ :32:9 =C :’2"9 /EF >.G<=/@@-E-=G @ANA@ CO =#A </$?@A< .C<A O.C$ :249 =C !+2459
B-=# / >#/E7A CO <=C./7A =A$?A./=K.AQ O.C$ "1$% !$ =C 8!:$% !$Q /O=A. =#A </$?@A< BA.A <=C.AF OC. !:’ F2
L#A 7A@/=-E-M/=-CE @ANA@ CO </$?@A< B/< ?C<-=-NA@G >C..A@/=AF =C <=C./7A =A$?A./=K.AQ B#-@A =#A <=/@-E7 @ANA@ CO
</$?@A< B/< EA7/=-NA@G >C..A@/=AF =C <=C./7A =A$?A/.=K.A2

%&’ !()*+, AJ=.KFAF ?C=/=C <=/.>#R <=C./7A =A$?A./=K.AR <=/.># <=/@-E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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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距 !"## $! 行距 !"% $! & 行区! 每行 ’! 穴! 每

小区 &! 穴" (!!!! 株#)$*+$% 试验于 +!!# 年 ’+ 月

选晴天播种! 每小区施硫酸钾三元复合肥" ,& -& .
/’%& ’%& ’%$ !"#! 01 作底肥% 苗期’ 蕾期各施肥’
除 草’ 中耕培土一次! 各小区施肥量分别为 尿素

’"+% 01’ !"2% 01% 根据成熟期不同分批收获% 为评

价抗性! 试验不采取任何病虫害防治措施%

!!" !"#$
生育期’ 农艺性状’ 块茎性状的调查按照常规

育种记载标准进行! 晚疫病评价按照 34- 的 5 级评

价标准进行! 其它病害评价只考虑了发病植株的百

分率! 未考虑发病程度%

! !"#$%

"!# %&’(!"
表 + 反应了参试材料的主要农艺性状特征% 参

试 材 料 的 生 育 期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 出 苗 至 成 熟 !
#5% !!6"&+’ #5% !!6"52’ 2+! ’%! 分 别 为 2+ 7’ 6+
7’ 6% 7! 较 3.+" 66 7$ 早熟! 其余材料 在 5’"’’’
7 之间! 较 3.+ 迟熟 #8+# 7% 3.’ 因晚疫病严重!
未正常成熟! 因此! 未记载生育期% 在湖北西部的

气候条件下! 3.+ 本身为中晚熟品种! 因此! 这批

材料大多属于中晚熟类型% 参试材料的苗期生长均

较缓慢! 长势中等! 进 入现蕾期前 进入生长旺 盛

期% 这既与材料本身生长发育规律有关! 也反应该

批材料在生长季节要求一定的温度条件! 因为! 在

试验所处的地区! 春季气温升温较缓! 可能也影响

了参试材料的苗期生长%
试验结果表明! 除 #5%!!6"&+ 株高为 &&"6 9$!

: 生育期为出苗至成熟的天数%

品 种

" 系$
名 称

生育期:

" 7$
幼苗

长势
茎色 花色

株高

" 9$$
茎粗

" 9$$
株形

主茎

数

结薯集

中性

块茎

形状
皮色 肉色

表皮光

滑度

芽眼

深浅

#5% !!6"&+ ! 2+ 中下 绿紫 紫 &&"6 !"26 扩散 #"( 集中 椭圆 黄 黄 光滑 浅

#5% !!6"6! ’!+ 中 绿紫 紫 66"% !"(5 半扩 &"! 集中 椭圆 红 黄 粗糙 深

#5% !!6" ! 6+ 中下 绿紫 白 (!"2 !"2! 半扩 &"5 集中 椭圆 黄 黄 光滑 浅

#5% !’5"& ’!% 中下 绿紫 白 2’"6 !"2( 半扩 #"6 集中 椭圆 黄 黄 光滑 浅

#5% !’5"(! !!!!5# 下 绿紫 蓝 2+"& !"6+ 直立 ("+ 集中 长筒 黄 淡黄 光滑 浅

#5% !+&"++ ! 5’ 中下 绿紫 浅紫 (’"% !"%5 扩散 %"’ 较集中 扁圆 淡红 黄 光滑 深

#5% !&6"#5 ’!% 中下 绿紫 紫 (2"2 !"(6 扩散 2"& 较集中 扁圆 红 黄 光滑 中

#5% !&5"#’ ’!+ 中 绿紫 浅紫 62"! ’"!! 直立 +"2 集中 扁圆 黄 黄 光滑 中

#5% !&5"(+ ’!+ 中 绿紫 浅紫 2&"’ !"22 半扩 #"& 集中 椭圆 黄 淡黄 光滑 浅

#5% !&5"6( ’’’ 中上 绿 白 6+"( !"6’ 扩散 &"’ 集中 椭圆 黄 淡黄 较粗 中

2+! ’%! ! 6% 中上 绿 白 (5"( !"6# 扩散 %"& 集中 椭圆 黄 淡黄 光滑 浅

3.’" ;<=>$ 中 绿 白 (!"5 !"6+ 扩散 #"% 分散 筒形 黄 黄 粗糙 深

3.+" 鄂 #$ ! 66 中 绿 白 %2"2 !"62 直立 &"5 集中 椭圆 黄 白 光滑 浅

) $ *+,-./(!"01

低于 + 个对照外! 其余材料的株高均高于或与对照

相当% 从株型看! 除了 #5%!’5"(! 和 #5%!&5"#’ 表

现为直立! 其余材料均为扩散型和半扩散型% 由于

参试材料相对较高大! 扩 散型株型的 通透性会较

差! 同时由于鄂西地区常常是马铃薯与玉米套作!

植株较高和扩散的株型可能会不利于套作% 从主茎

粗看! + 个直立株型的材料! 表现为主茎较粗" 分

别 为 !"6+ 9$ 和 ’"! 9$$ % 参 试 材 料 的 主 茎 数 从

+"282"&! 不同材料间表现出较大差异" 详见表 +$ %
尽管参试材料带有部分野生种血缘! 但经过多

22&2 中国马铃薯! 第 ! " 卷! 第 # 期! $%%&

3 # 4+5-6789:

组合名称 品" 种$系名称

#5+(%+"6##5’ (25"’+ #5%!!6"&+’ #5%!!6"6!’ #5%!!6"52

#5’!!+"($#5’ (25"2 #5%!+&"++

#5#!2%"%$#5’ (25"’+ +5%!&5"#’’ #5%!&5"(+’ #5%!&5"6(

#5’!!+"’$#5’ (25"’+ #5%!’5"&’ #5%!’5"(!

!!#5#!2%"%&$#5’ (25"2 #5%!&6"#5

2+!’%!

3>?@AA>$B"C"D"5!65 ;<=>" 3.’$

25’&*##$%5*%*6( 鄂薯 # 号" 3.+$



!"#! !"!#$#"%&!#
!"#! !"!’$("!))*

采用比重法测定各参试材料淀粉含量! 由表 #
可知! 除了 +,#!!)"&% 和 +,#!’,"*! 外! 其余参试

材 料 的 淀 粉 含 量 均 高 于 或 与 对 照 相 当 " 其 中

+,# !&,")* 淀 粉 含 量 最 高 达 到 %!"#),- ! 其 次 是

+,# !&,"+’# +,# !&,"*%# (%! ’#!! 均 为 ’(",(,-!
略高于对照! 其余材料与对照相同"

轮的选择改造! 在结薯习性和块茎性状上已比较优

良" 所有参试品系均表现结薯集中或较集中! 薯形

大多为扁圆和椭圆! 薯肉 均为黄色或 浅黄色" 除

+,#!!)")! 和 +,# !%&"%% 芽眼较深外! 其它材料块

茎的芽眼均较浅! 符合栽培要求"
!!" !"#

所有参试材料均为国际马铃薯中心 . 群体和

/ 群体 后代! 在鄂西 气候条件 下连续 & 年 晚 疫 病

抗性鉴定! 结果表明所有参试品 系均对晚 疫病有

较好的耐病能力! 但抗病程度 在不同材料 间有一

定差异" 表 + 显示! 参试的 ’’ 份材料晚疫病感病

程 度 除 +,# !’,"&# +,# !’,"*! 和 (%! ’#! 感 病 较

重! 达 ( 级超过对照外$ 01’ , 级! 01% * 级% ! 其

余材料的晚疫病抗性均在 &2# 级! 为水 平抗性的

典型特征" 由于连续多年的 田间鉴定! 参 试材料

大多不同程度的感染病毒! 但也有 + 份材 料田间

未表现病毒侵染症状! 是否 未感染病毒 还有待进

一步鉴定" 所有参试材料未表现青枯 病及其它感

病症状"
!!# $%&’(#)

参 试 品 系 的 产 量 在 ’# +(#!&’ &&# 34&567% 之

间! 其中 ( 个品系的产量高于 % 个对照! ’ 个品系

$ +,#!!)",(%的产量 低于 01% 但高于 01’" 产 量 最

高 的 品 系 +,! !!)")! 和 +,# !&,"+’ 每 56% 产 量 超

过了 &! 8! 差异显著性测验显示! 与 % 个对照相

比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另外高于对照的 * 个品系的

产量! 与 01’ 相比亦达到极显著水平$ 详见表 &% "

* $ +,-./%012345678#9:

;(#;

品 种

$ 系%
名 称

折合产量

$ 34&567%%
位次

+,#!!)")! %,"&( %)"(! %&"(’ )%")) %("*+ &’&&# ’ 9 .

+,#!&,"+’ %,"!) %&"(! %("#! )’"%) %("!, &!*+# % 9: .

+,#!&,"*% +!"), %!"%, %+")) (#"!* %#"!% +(#+! + 9: ./

+,#!&,")* +!"’* %!",% %%"*! (+"*) %&"#* +*)&! & 9: ./0

(%!’#! %*"#* %%")& %+"#! (%",! %&"+! +*&#! # 9:; ./0

+,#!&)"+, %&"), %’")+ %%"’’ *)")+ %%",& +&&’! * 9:; ./0<

+,#!’,"& %,"*! %!"+( ’*"(! **"*( %%"%% ++++! ( :;= ./0<>

01%$ 鄂 +% %!"+& ’,"+# ’)"’( #(")* ’,"%, %),+# ) ;=? /0<>

+,#!!)",( ’+"(+ ’("*! %’"(’ #+"!& ’("*) %*#%! , =? 0<>

01’$ @AB9% ’*"*( ’*")# ’*"’& &,"** ’*"## %&)%# ’! ? <>C

+,#!!)"&% ’*"(& ’("&& ’+"(& &(",% ’#",( %+,## ’’ ? <>C

+,#!’,"*! ’,")% ’*",( ’!"&! &("’, ’#"(+ %+#,# ’% ? >C

+,#!%&"%% ,"&! ,")’ ’’"#+ +!"(& ’!"%# ’#+(# ’+ D C

各小区产量 $ 34%

! " # 总和 平均

差异显著性

C!"!# C!"!’

马铃薯晚疫病水平抗性高代材料的综合评价’’’程 群! 吴承金! 李大春! 等

* # +,-."<=>

品种$ 系%

名 称

晚疫

病级

青枯病

株 率

病毒病株$ -%

普通花叶 卷叶 皱缩花叶 束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AB9% , +"+!

01%$ 鄂 +% * ’+"+! +)"+!



! ! "#$%&’()**+,-

品种! 系"

名 称

淀粉

含量

! !"

蒸食

品质

"#$%%&’() *)’)#& (’&( $*’&$ ("’"* 中下

"#$%%&’&% *+’+#$ #’%+ $&’"+ ")’$& 中下

"#$%%&’#, *+’+#$ *’(( )$’&" ,)’," 中上

"#$%*#’( *+’+#$ *)’() +$’)) ))’"+ 中上

"#$%*#’+% *$’(") &’$, $&’$, ")’&+ 中下

"#$%)(’)) *+’+#$ ,’"* ",’$" $$’*+ 中上

"#$%(&’"# *+’+#$ )’+" $+’$% (%’&, 中上

"#$%(#’"* *,’#,# ,’%, (,’$( ($’"# 中

"#$%(#’+) *,’#,# (,’$+ (%’"$ *)’%# 上

"#$%(#’&+ )%’$&# *$’#" $(’*, )#’#% 中下

,)%*$% *,’#,# +’"& +&’," )(’&# 上

-.*/01234 *+5+#$ )5#( +)5,* "(5"$ 中下

-.)/鄂"4 *$5(") *$5)$ +%5#& )"5,, 中

块茎分级!!"

大

! !*$% 6"
中

! $%!*(#5# 6"
小

! "$% 6"

"#$%&’(%) 789:9; 3<:3;=9< >?@3@? =8?;9A B1@C C?21D?;@38 29A1A@3;=9 @? 83@9 E816C@ B929 1;:9A@163@9< 1; @C1A
29A932=C5 FC9 29AG8@A AC?B9< @C3@ @C299 =8?;9A H198<9< I?29 @C3; ", $%% J6#CIK)L 3;< M?G2 =8?;9A H198<9< I?29
@C3; "" %%% J6#CIK)L B1@C @C9 C16C9A@ ?;9 H198<1;6 (* (($ J6#CIK)5 NG2@C92I?29L ?;9 =8?;9 >2?<G=9< I?29 @C3;
&$O ?M I32J9@3E89 @GE92AP I?A@ =8?;9A AC?B9< 3 C16C92 29A1A@3;=9 @? 83@9 E816C@ @C3; 8?=38 =G8@1:32AP 3;< M?G2
=8?;9A C3< A@32=C =?;@9;@ I?29 @C3; *,!L B1@C @C9 C16C9A@ ?;9 E91;6 ))5$&#!5

*+, -.&/$0 >?@3@?P 83@9 E816C@P C?21D?;@38 29A1A@3;=9P 3<:3;=9< =8?;9AP 9:38G3@1?;

1.23&+4+5$67+ 87’9:’%6.5 .; "/7’5(+/ <.%’%. 19.5+$ =6%4
>.&6?.5%’9 @+$6$%’5(+ %. A’%+ B96C4%

!"#$% &’()* +, -./(0123()* 45 6718.’()9 45, :’(;* <5= ->(01.’7;9 +?$% =@1.’3)

! *5 Q?G@C92; R?@3@? S9A932=C -9;@29 ?M -C1;3L 7;AC1 (($%%%L TGE91L -C1;3P

)5 TG3DC?;6 U621=G8@G238 V;1:92A1@HL WGC3; ("%%,%L TGE91L -C1;3"

大中薯率分析显示$ "#$%(#5+)% "#$%*#5( 和

,)%*$% 的 大 中 薯 率 较 高 $ 分 别 为 &,5#*! %
,,5+(!% ,$5**!$ 但大多数材料的大中薯率偏低$
其中有 ) 个品系最为突出$ 如 "#$%%&5#, 大中薯率

低于 "%!$ "#$%)(5)) 大中薯率低于 $%!& 蒸食品

质鉴定显示$ 除了 "#$%(#5&+ 品质较差外$ 其余品

系的食用品质均达到中等以上&
抗晚疫病育种一直是马铃薯育种的重要目标之

一$ 尤其是合理利用水平抗病性$ 选育具有持久抗

病性的品种已成为世界马铃薯抗病育种的趋势X"Y& 参

试材料是从国际马铃薯中心提供的晚疫病水平抗性

杂交组合实生种子中筛选出的高代无性系& 综合分

析表明$ 参试的 ** 份材料大多可作为育种亲本利

用& 同时$ 品系 "#$%(#5+) 每 ++, I) 产量)$%) 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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