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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马铃薯系列品种的亲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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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克新
’

号马铃薯系列品种的选育工作始

于本世纪 �� 年代
，

至今已相继审定推广了

�� 个马铃薯新品种
，

其中绝大多数品种如

克新 �号至克新 �� 号是采用人工有性杂交

的方法育成的
，

极少数品种如克新 �� 号通

过自交种子选育而成
�

由此可见
，

有性杂交

是选育马铃薯品种的有效方法
，

而杂交亲本

的选择就成为有性杂交的关键
，

对成功地实

现育种 目标起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本文对
“

克新
”

号马铃薯系列品种的亲本进行分析
，

以期了解
‘

克新
”

号马铃薯品种的亲本遗传背

景
，

为马铃薯育种工作者提供
“

克新
’

号品种

的亲本情况及选配经验
，

为杂交育种的亲本

选配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来源

本文引用
‘

克新
’

号马铃薯品种的亲本资

料来源于 《马铃薯大全》 、 《 中国马铃薯栽培

学》 ，

以及本所 ����年出版的 《 马铃薯品种

资源编 目》 ，
����年出版的马铃薯品种解

说》
、

���� 年和 ���� 年分别出版的 《 品种

介绍》
。

� 材料与分析方法

本文所利用的材料即
“

克新
’

号马铃薯系

列品种的 �� 个亲本见表 �
�

表 �
“

克新
”

号马铃薯品种的亲本及主要特性

品 种

杂交育

成时问

�年�

主 要 特 性

熟 性 亩产量���� 抗病性 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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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本类型

选育 �� 个
‘

克新
’

号马铃薯品种
，

共利

用亲本 �� 个
，

其中育成品种 �个
，

优良品

系材料 �个
，

引进品种 �品系�材料 �个
，

引进鉴定推广品种 �个
，

详见表 �
�

表 �
“

克新
’
号马铃井品种的亲本类型

亲 本 育成地点 父�母�本

早��古台早早名�早早��占早古早山山山克克克克新 �号

克新 �号

克新 �号

������� 中国农科院

成育种品

克 ���

���� ���
了

克 山

四川农科所

�玲
，‘

�����扭

���������

���������

�一姚

�扭������

�����

�������

���吐

品系材料引进品种

由表 �可以看出
， ‘

克新
’

号马铃薯品种

的亲本 ���属于国外引进的品种 �品系�
，

这主要由于它们普遍具有育种目标所要求的

主要性状指标
，

如丰产性
、

抗病性和早熟性

等
，

其中 �����
、

����和中心材料均具有

抗 晚 疫 病
、

丰 产 的 特 性
，
��������

��
����� 和 ���，“ 均具有抗病毒病 的特

性
�

�������还具有早熟性
，

�������� 具

有薯形好的特性
，

二者杂交
，

我们才育成了

克新 �号这一在全国普遍推广的优良品种
�

这些国外引进品种 �品系�的应用
，

奠定了
‘

克新
’

号马铃薯品种的遗传基础
，

丰富了遗

传基因库
，

增大了杂交后代的变异幅度
，

有

利于育种目标的实现
�

由表 �还可以看出
，

在
‘

克新
’

号马铃薯

品种的 �� 个亲本中
，

有 �个属于育成品

种
，

其中 �个又是
“

克新
，

号育成品种
，

这些

育成品种不仅具有国外引进品种 �品系�的

优良性状
，

而且具有对当地自然环境条件良

好的适应性
，

直接利用就能选育出符合育种

目标且适应本地 自然条件的
‘

克新
’

号新品

种
，

如克新 �号和克新 �号
�

由此可见
，

我

们可以广泛地利用当地或其它省份的育成品

种或品系进行引种
、

鉴定
，

适于做亲本的材

料就可以充分地利用
�

�� 亲本组配方式

通过杂交手段育成的 � 个
‘

克新
’

号马

铃薯品种
，

其亲本的组配方式共有 �种
，

见

表 �
�

从
“

克新
’

号系列品种的亲本组配方式某

种程度上可以看出
， “

克新
’

号马铃薯育种的

一个历史变迁过程
�

即� 在 ��一 �� 年代
，

主要利用国外引进鉴定推广品种和引进品种

�品系�材料
，

作为亲本杂交
，

育成了克新

�� �号 � 在 �� 年代
，

主要利用育成品种
，

进行杂交育成了克新 �一�号� 在 �� 年代
，

由于与国际马铃薯中心密切合作
，

利用中心

材料参与育种成为必然
，

从而育成了克新

��一 �� 号
�

而克新 �� 号的推出可以说是当

前生产发展和加工业兴起的结果
，

市场上需

要高淀粉品种
，

使其埋没多年的优良品质终

于得以显露 ����� 年自交育成�
，

才有了克

新 �� 号的审定
、

推广和应用
�

纵观整个
“

克新
’

号马铃薯育种的这 ��

年
，

我们可以看出
，

整个过程对于抗病性育

种始终没有放松
，

而品质育种特别是高淀粉

育种则 日益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
�

由表 �还可 以看出
，

优良品系材料在
“

克新
”

号马铃薯育种中应用很少
，

仅 占

��
�

��
，

挖掘这一方面的潜能势必能打开一

个育种新天地
�

因为某些品系可能成为具有

育种目标要求的突出性状的新类型
，

可作为

杂交亲本
�

国国德兰美美波 德东东

推广品种引定进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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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中的应用

王 新 伟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克山 �������

料
，

拓宽基因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

前
一二一

曰

��一 ��年代
，

我国马铃薯资源大多从

欧美 引人
，

这 些 资 源 多 属 普通 栽
·

培 种

��
�

����������类型
�

到� ��一 ��年代
，

我国马铃薯新品种选育普遍处于
‘

爬坡
’

阶

段
，

育种单位花费许多人力
、

物力仍难育出

有较大突破性的新品种
�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

马铃薯资源贫乏
，

基因率狭窄
，

杂交双亲血

缘关系近
�

在 ����年 《全国马铃薯品种资

源编 目》 中我国培育出的 �� 个主要品种均

来源于少数几个亲本材料 �白头翁
、

卡它

丁
、

���一��等�
�

近几年来随着马铃薯食品

加工业的兴起
，

迫使市场急需一批专用型加

工品种
�

因此
，

引进国外资源
，

扩大亲本材

� 我国与�� 尸的合作

����年 �月中国农科院派出第一批代

表团访问了秘鲁—国际马铃薯中心总部
，

同年 �月
，

国际马铃薯中心总部派人访间了

中国
�

����年 ��� 与中国农科院签署了科

技合作协议
�

从此
，

开始了科学家互访和资

源的引人
�

据统计
，

从 ���� 年至 ���� 年

间
，
��� 向中国提供马铃薯资源 ���� 份

，

其中
，

试管苗 ��� 份
、

块茎 ���份
、

实生种

����份
�

这些材料的引人大大丰富了中国

马铃薯种质资源
，

促进了我国马铃薯的生产

和科研的发展
�

��� 直接用作推广品种 �系�

表 �
“

克断
”

号马铃薯品种的亲本组配方式

亲本组配方式 出现颇率��� 育成
�

克新
�

号品种 育成年代

优良品系材料

引进鉴定推广品种

引进品种�品系�材料

育成品种

优良品系材料

引进品种�品系�材料

� 引进鉴定推广品种
� 引进鉴定推广品种
� 引进品种�品系�材料
� 育成品种
� 育成品种
� 引进鉴定推广品种

克新 �号

克新 �
，
�

，
�

，
�号

克新 �号

克新���号

克新 ，号

克新 ��
，
�� 号

����

����� ����

����

����� ����

����

����

���，‘�伟乙

……
�子
︸‘��沙���碑口�

，，︸���，且

��� 亲本利用方法

在
“

克新
’

号马铃薯系列品种中
，

克新 �

一 �� 号均以杂交方法育成
，

占
“

克新
’

号育

成品种的 ��
�

��
，

这说明杂交育种是马铃

薯新品种选育的主要途径� 而克新 �� 号的

育成方法则不同
，

采用 ������ 自交种子育

成
，

这说明自交选育也不失为马铃薯育种的

一个良好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