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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师! 从事马铃薯育种及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 选育经过

丽薯 $ 号! 原名 ., 单薯选% 该品种是丽江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太安基点! &./" 年承担全国马铃薯

杂交实生种子联合区域性试验! 由内蒙古呼伦贝尔

盟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呼自 (.+&($!0!(.+&$+&
组合! 经育苗移栽! 于 &.., 年大田生产利用的无

性" 代混薯中进行单薯选择繁育而成% $,,- 年先后

通过丽江市和云南省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 审定定

名%

$ 特征特性

株 型 直 立! 株 高 /’ 12! 茎 粗 &3#’ 12! 茎 &
叶绿色& 叶片较宽大! 花冠白 色! 天然结实 性中

" 其实生种子繁育& 能产生高产单株$ ! 生长势强!
结薯早! 薯块膨大快& 结薯集中! 薯形扁圆! 白皮

白肉! 芽眼浅而少! 薯块外观商品性状好! 商品率

高达 .,4以上! 属中晚熟品种! 出苗至成熟 生育

日数 &$" 5% 田间晚疫病抗性强! 薯块 耐贮性强%
干物质含量 &/6"#4! 淀粉 &$6(#4! 蛋白质 $6#4!
&. 种氨基酸总量 &6(.4! 还原糖 ,6#4%

# 产量表现

丽薯 $ 号在 &..#& &..-& &..( 年先后 # 年参

加品比试验! 产量为 $#’-6( 78’’’( 2+$! 比对照克

疫 产 量 为 &(#’6& 78’’’( 2+$! 增 ’$/6’ 78! 增 产

#’6$4! 生 产 试 验 最 高 产 量 ’’( 2$ 达 ##(,6- 78!
&... 年参加省预试! 在 &$ 个试点 &, 个品种( 系#
参试 中! 丽薯 $ 号产 量居第一位! 产量 为 $$""6$

78’’’( 2+$! 比 省 统 一 对 照 种 米 拉 增 产 #&6"4 %
$,,&9$,,$ 年参加省区试! 在 &$ 个试点& . 个新品

种( 系#参加的省区试中! 丽薯 $ 号 " 年产量均居第

一位! 为 $$#/ 78’’’( 2+$! 比省统一 对照种米 拉

增产 $"6$4% &..(9$,,- 年经太安点连续 / 年大田

测产丽薯 $ 号为 $&#( 78’’’( 2+$! 合作 // 为&(#’
78’’’( 2+$! 丽薯 $ 号比合作 // 增产&/6/4% 丽薯

$ 号从 &.." 年开始应用于生产! 到$,,- 年全省累

计 示 范 面 积 &"$, :2$! 按 比 当 地 品 种 平 均’’( 2$

增产-,& 78 计! 共增鲜薯 .&-6$/ 万 78! 以每78 综

合价,6- 元计! 新增产值 #’"6( 万元% 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适宜区域及栽培要点

丽薯 $ 号在全省区( 预#试海拔 &/,, 2 的临沧

永德乌木龙到 #$(, 2 的迪庆香格里拉! 均表现出

高产稳产% 由于整个选育都在海拔 $/,, 2 的丽江

太安高寒山区生态条件下进行! 对产量及晚疫病抗

性进行严格选择! 因此更适宜于云南省冷凉山区作

一季净作或间套作%

" 主要栽培技术

&6 选择疏松& 肥沃& 排水方便& 未与茄科作

物连作的田块种植%
$6 在当地最佳节令播种%
#6 选用 ",9&", 8 的优质整薯播种! 可适当增加

密度! 塘种 -,,, 株’’’( 2+$! 垄作 ",,, 株’’’( 2+$%
-6 施足底肥! 及时追肥% 一般 ’’( 2$ 施农家

肥&",, 78! 普钙 $, 78! 尿素 "9&, 78 作基肥! 结

合第一次中耕锄草培土 ’’( 2$ 追尿素 "9&, 78! 中

耕锄草培土 $ 次%
"6 及时防治病虫鼠害! 并适时收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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