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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加工专用型马铃薯品种区域性试验研究表明�加引5号综合表现好�适宜泉州地区
示范种植；加引14号与荷兰薯2号综合表现较好�可以小面积试种；加引11号、加引24号、加引
21号、加引16号、加引8号以及加引25号综合表现较差�不适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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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目前�我国大部分马铃薯品种的生产力仍以产

量最大化为目标�适合加工专用的品种奇缺�产品
质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加入 WTO 后�我国农
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马铃
薯食品加工业发展迅猛�对加工专用品种的需求十
分迫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尽快满足我省加工企
业对高质量原料的需求�我所自2000年始从加拿
大、荷兰等国家引进一批加工专用型品种�经过茎
尖脱毒、病毒检测、网室无土栽培、高山夏繁原
种�初步筛选出9个品种在本所试验基地进行品比
试验�通过鉴定各参试品种的适应性、抗病性、经
济性状和栽培特性�筛选出适合我区种植的加工专
用型马铃薯品种�为良种区域化种植提供可靠依
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品种

（1） 加引5号；（2） 加引8号；（3） 加引11
号；（4） 加引14号； （5） 加引16号； （6） 加引
21号；（7） 加引24号；（8） 加引25号；（9） 荷
兰薯2号；以本省目前大面积推广的加工型品种大
西洋为对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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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地点
本试验于2002年冬季在泉州市农科所试验基

地进行�土壤属沙性壤土�肥力中等�前茬为秋大
豆�排灌方便。
2∙3　试验方法

本试验设10个处理�三次重复�小区面积
13∙34m2�按随机区组排列�并设保护行。供试品
种为本所当年夏繁的一级原种�自然通过休眠�11
月8日播种�双行栽植�畦宽 （含沟） 1∙20m�行
株距为50cm×31∙5cm �每行播35穴�每667m2
播3500穴；每667m2施腐熟人粪尿2350kg及三元
复合肥 （N∶P2O5∶K2O＝16∶16∶16） 50kg 作底肥�
出苗后5d结合中耕除草用1％的尿素溶液浇施�苗
后20d 每667m2播追施20kg 的硫酸钾 （K2O
50％）�同时清沟培土�全田成熟后及时抢晴收获。
田间管理按本地大面积生产上规范化技术措施进行。
2∙4　调查性状及标准

生育期：出苗、现蕾、开花均以植株的50％
为标准；90％茎叶枯黄即为成熟期。

晚疫病严重度分级：0级�无病；1级�植株叶
片有个别病斑；2级�植株1／3叶片发病；3级�植
株1／3～1／2叶片发病；4级�植株1／2以上叶片发
病�且严重脱落；5级�植株枯死。抗性评价标准：
高抗 （HR）�病指≤20；抗病 （R）�病指21～40；中
抗 （MR）�病指41～60；中感 （MS）�病指61～80；
感病 （S）�病指81～90；高感 （HS）�病指≥90。

收获前每区取样10株考种�收后3d内用烘干
法测干物重�应用铁氰化盐法快速测定还原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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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生育期

表1　品种生育期记载 （月／日�d）
品　种 品种来源 出苗期 封行期 成熟期 生育期

加引5号 加拿大 11／26 1／2 2／25 91
加引8号 加拿大 12／1 12／23 2／21 82
加引11号 加拿大 11／24 1／3 2／19 87
加引14号 加拿大 12／1 12／28 2／5 66
加引16号 加拿大 11／28 1／2 2／20 84
加引21号 加拿大 11／27 1／7 2／20 85
加引24号 加拿大 11／27 1／6 2／22 87
加引25号 加拿大 11／28 12／31 2／15 79
荷兰薯2号 荷兰 11／28 12／28 2／21 85
大西洋 （CK） 美国 11／29 12／30 2／23 86

　　注：由于生育中后期遇多次低温天气�未见供试品种开花。

从表1可以看出�加引5号的生育期最长�为
91d�比对照大西洋 （下同） 长5d�加引11号、
加引24号其次�与对照相近�三个品种均属中熟
品种；加引14号生育期最短�仅66d�属早熟品
种；其它品种属中早熟品种 （生育期介于79～85d
之间）。
3∙2　植物学性状

各品种的植物学性状�如表2所示。加引11
号、加引16号两个品种的叶色浓绿�植株繁茂�
生长势强；加引24号、荷兰薯2号两个品种的叶
色浓绿�植株较繁茂�生长势较强；加引8号、加
引25号叶色淡绿�植株生长势弱；对照株型直立�
其它三个品种株型半松散�加引5号茎色棕绿、分
枝数中�而加引14号较加引21号分枝数多�其余
性状差异不明显。

表2　品种植物学性状比较
品　种 株型

第一、二对两
侧裂片形状

裂片对数 叶大小 叶色 叶耳形状 叶耳对数 主茎色 分枝数 繁茂性 生长势

加引5号 半松散 椭 4 较大 绿 圆 4～6 棕绿 中等 中等 中等

加引8号 直立 长 3 较小 淡绿 心状 4～6 绿 少 弱 弱

加引11号 半松散 椭 4 较大 浓绿 圆 6 紫 较少 繁 强

加引14号 半松散 长椭 4 较大 绿 心状 2～4 绿 较多 中等 中等

加引16号 直立 椭 3 小 浓绿 心状 4 紫 少 繁 强

加引21号 半松散 长椭 3 较大 绿 心状 4～6 绿 少 中等 中等

加引24号 直立 椭 4 较小 浓绿 圆 6 紫 少 中等 较强

加引25号 直立 椭 4 较小 淡绿 心状 4～6 棕绿 较多 弱 弱

荷兰薯2号 半松散 椭 4 大 浓绿 心状 4～6 绿 较多 中等 较强

大西洋 （CK） 直立 椭 4 较大 绿 心状 4～6 绿 中等 中等 中等

3∙3　农艺性状
各品种农艺性状如表3所示。株高以加引11

号的41∙3cm 最高�对照其次�加引5号居第三；

加引14号的21∙2cm 最低�加引16号较矮 （22∙5
cm）�其它品种在24∙5～30∙5cm 之间�差异不明
显。茎粗以荷兰薯2号的1∙6cm 最粗�加引5号

表3　品种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品　种

株高
（cm）

茎粗
（cm）

单株
薯块重
（g）

单株
结薯数
（个）

大薯 （＞100g）
个数
（％）

重量
（％）

中薯 （50～100g）
个数
（％）

重量
（％）

小薯 （＜50g）
个数
（％）

重量
（％）

大中薯占有率

个数
（％）

重量
（％）

加引5号 33∙7 1∙4 477∙9 5∙7 40∙8 73∙7 20∙3 16∙9 38∙9 9∙4 61∙1 90∙6
加引8号 24∙5 0∙8 234∙0 4∙2 14∙3 34∙0 40∙5 47∙0 45∙2 19∙0 54∙8 81∙0
加引11号 41∙3 1∙2 512∙8 5∙4 35∙2 59∙7 25∙0 29∙0 39∙8 11∙3 60∙2 88∙7
加引14号 21∙2 1∙1 351∙8 5∙2 21∙2 47∙8 25∙0 30∙0 53∙0 22∙2 47∙0 77∙8
加引16号 22∙5 0∙9 282∙3 4∙3 18∙9 38∙2 30∙8 37∙1 50∙3 24∙7 49∙1 75∙3
加引21号 24∙1 1∙1 390∙5 3∙9 31∙1 64∙7 30∙0 24∙3 38∙9 11∙0 61∙1 89∙0
加引24号 33∙8 1∙1 462∙0 5∙7 36∙5 71∙3 23∙1 20∙7 40∙4 8∙0 59∙6 92∙0
加引25号 30∙5 0∙9 208∙5 5∙5 7∙3 22∙1 14∙6 28∙8 78∙1 49∙1 21∙9 50∙9
荷兰薯2号 28∙4 1∙6 352∙7 4∙9 26∙5 63∙2 24∙5 23∙9 49∙0 12∙9 51∙0 87∙1
大西洋 （CK） 35∙2 1∙3 388∙0 4∙5 35∙9 78∙9 20∙5 12∙1 43∙6 9∙0 56∙4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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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照居第三�而以加引8号的0∙8cm 最细�
其它品种茎粗在0∙9～1∙4cm 之间。

单株产量以加引11号 （512∙18g）最高�加引
5号其次�加引24号居第三�加引25号 （208∙5
g） 最低�其它品种均比对照低；单株结薯数以加
引5号、加引24号 （5∙7个） 最多�加引21号
（3∙9个） 最少�其它品种介于4∙2～5∙5个之间；
大中薯率以加引5号表现最好�加引11号、加引
24号与对照相近�加引21号大中薯重占有率比对
照稍高�而个数占有率略低于对照�加引25号表
现最差�其它品种均低于对照。

综合各主要农艺性状�加引11号表现最好�
加引5号其次�加引24号居第三�加引25号表现
最差。
3∙4　品种田间晚疫病自然抗性分析

各品种在田间的晚疫病发生情况差异明显 （表
4）�加引16号表现高感 （HS）�病指达97∙2�多
数病级5�收获前10d叶片严重脱落�植株茎部多
数枯死；加引21号、加引24号表现感病 （S）�病
指为81∙6～87∙2�多数病级4～5；加引11号、大
西洋 （CK）、加引5号、加引25号、加引8号等5
个品种表现中感 （MS）�病指为62∙2～76∙8�多
数病级3～4；加引14号表现中抗 （MR）�病指
52∙2�多数病级3；荷兰薯2号表现抗晚疫病
（R）�病指37∙4�多数病级2。

表4　品种对田间晚疫病的自然抗性表现
品　种

平均病

情指数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多数病级

级别 占 （％） 抗性
加引16号 97∙2 a A 5 92∙8 HS
加引21号 87∙2 b B 5 62∙9 S
加引24号 81∙6 c C 4 84∙7 S
加引11号 76∙8 d D 4 65∙3 MS
大西洋 （CK） 73∙8 de DE 4 58∙1 MS
加引5号 70∙5 e E 4 56∙1 MS
加引25号 62∙9 f F 3 71∙3 MS
加引8号 62∙2 f F 3 69∙4 MS
加引14号 52∙2 g G 3 56∙7 MR
荷兰薯2号 37∙4 h H 2 55∙2 R

3∙5　品种丰产性
收获后�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并用

LSR法分析各品种间的产量差异�品种间差异极
显著 （F 值＝51∙94∗∗）�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F
值＝0∙81）�说明增产效果明显�试验地土壤肥力
均匀。以加引11号产量最高�伸算产量1813∙5
kg／667m2�比对照增产32∙57％ �差异极显著；
加引5号、加引24号产量列第二、三位�比对照
增产24∙96％、24∙89％�差异显著；加引21号产
量居第四位�比对照增产�但差异不显著；荷兰薯
2号、加引14号产量居第六、七位�比对照减产�
差异不显著；加引16号、加引8号、加引25号比
对照减产�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表5　各品种的产量比较
品　种

小区产量 （kg／13∙34m2）
重复Ⅰ 重复Ⅱ 重复Ⅲ 平均产量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估算产量

（kg／667m2） 名次
比对照增减产

（kg／667m2） （％）
加引11号 38∙13 34∙69 36∙00 36∙27 a A 1813∙5 1 ＋445∙5 ＋32∙57
加引5号 35∙67 32∙25 34∙65 34∙19 a AB 1709∙5 2 ＋341∙5 ＋24∙96
加引24号 32∙34 34∙09 36∙09 34∙17 a AB 1708∙5 3 ＋340∙5 ＋24∙89
加引21号 28∙79 30∙80 31∙25 30∙28 b BC 1514∙0 4 ＋146∙0 ＋10∙67
大西洋 （CK） 25∙94 27∙64 28∙49 27∙36 bc C 1368∙0 5
荷兰薯2号 27∙22 29∙01 25∙61 26∙95 c C 1347∙5 6 －20∙5 －1∙50
加引14号 25∙52 28∙90 23∙73 26∙05 c C 1302∙5 7 －65∙5 －4∙79
加引16号 16∙38 19∙29 20∙92 18∙86 d D 943∙0 8 －425∙0 －31∙07
加引8号 16∙35 19∙85 17∙67 17∙96 d D 898∙0 9 －470∙0 －34∙36
加引25号 14∙70 13∙60 16∙04 14∙78 e D 739∙0 10 －629∙0 －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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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品质分析
依照马铃薯加工专用品质分析评价标准�适合

炸薯片的品种以加引5号和对照最好�加引25号
干物质含量较低�品质表现一般�加引11号薯皮
淡红�芽眼深度中等�干物质含量偏低�油炸薯片
则耗油量较大�品质表现较差；适合炸薯条的品种
首选加引21号�其品质优�加引16号薯形卵圆、
薯肉白色�糖分及干物质含量适合炸薯条的加工标
准�芽眼深度中等�品质表现较好�加引14号块
茎外观好�干物质含量稍低�品质表现一般；加引
8号和加引24号干物质含量较低�品质表现较差。
荷兰薯2号块茎外观表现好�薯肉淡黄�是一个优
质的菜用出口品种。
3　讨　论

不同的加工专用马铃薯品种在同一生态环境条

件下进行比较�表现出了不同的品种特性。现对各
品种综述如下：

加引5号：该品种生育期适中�出苗至成熟为
91d；株型半松散�叶较大�叶片绿色�裂片椭圆
形�茎秆棕绿�植株长势中等；株高33∙7cm�茎
粗较大�单株结薯个数多�大中薯率最高；产量居
第二位�品质与对照相当；田间中感晚疫病�抗病
性与对照相近�综合评价好。该品种可继续在泉州
地区作一些栽培调制技术研究�以确定其适宜种植
范围和栽培调制技术�同时进行小面积示范种植。

加引14号：该品种生育期最短�为66d�表
现为早熟；株型半松散�叶较大�叶片绿色�裂片
长椭圆形�茎秆绿色�分枝较多�植株长势中；植
株矮小 （株高21∙2cm）�茎粗较细�单株结薯数
较多�大中薯率偏低；产量居第七位�低于对照�
但差异不显著；块茎椭圆�白皮白肉�品质较好�
适合加工薯条�中抗晚疫病�综合评价居中。该品
种具有早熟、中抗晚疫病、优质的特点�应继续在
泉州地区小面积试种�进一步确定其适宜种植范围
和栽培调制技术。

荷兰薯2号：该品种生育期适中�为85d；株
型半松散�叶片大�叶色浓绿�裂片椭圆形�茎秆
绿色�分枝较多�植株长势较强；株高28∙4cm�
茎秆粗壮�单株结薯数稍高于对照�大中薯率比对
照稍低；产量居第六位�低于对照�但差异不显

著�其块茎品质符合出口菜用品种标准�田间抗晚
疫病�综合评价较好。该品种抗晚疫病�块茎品质
较好�应继续在泉州地区作一些栽培调制技术研
究�以确定其适宜种植范围和栽培调制技术。该品
种目前可以小面积示范种植。

加引11号：该品种生育期适中�为87d；株
型半松散�叶较大�叶色浓绿�裂片椭圆形�茎秆
紫色�枝叶繁茂�生长势强；株高41∙3cm�茎粗
适中�大中薯率较高；产量居第一位�块茎外观品
质表现一般；田间中感晚疫病�综合评价一般。该
品种在本区的应用潜力不大�但可以考虑作为杂交
育种的亲本材料。

加引24号：该品种生育期适中�为87d；株
型直立�叶较小�叶色浓绿�裂片椭圆形�茎秆紫
色�枝叶长势较强；株高33∙8cm�茎粗较细�单
株结薯个数多�大中薯率较高；产量居第三位�干
物质含量低�炸薯片耗油量较大�品质较差�田间
感晚疫病�总体评价差。该品种不适宜在泉州地区
种植。

加引21号：该品种生育期适中�为85d；株型
半松散�叶较大�叶片绿色�裂片长椭圆形�分枝
少�生长势中等；植株较矮 （株高24∙1cm）�茎粗
较细�单株结薯数少�大中薯率与对照相仿；产量
居第四位�块茎品质好�田间感晚疫病�综合评价
一般。该品种因抗晚疫病性差而不适合在泉州地区
种植�但可以考虑其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材料。

加引16号、加引8号与加引25号三个品种较
对照减产�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田间高感或感晚疫
病�综合评价差�不适宜在泉州地区种植。但加引
8号和加引25号块茎品质较好�可以考虑其作为
杂交育种的亲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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