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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淀粉马铃薯新品系 ��一��一�选育报告

赵跟虎 王孟孟 何尔良 蒲建刚
�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 前 言

��一��一�是天水市农科所中梁试验站

马铃薯育种组采用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的高淀

粉马铃薯新品系
�

该品系经多年站内试验
，

省区域试验
、

示范
，

一致表现高抗晚疫病
�

对病毒病具有一定的田间抗性
，

丰产性好
，

品质优良
�

它的育成与推广对提高我市乃至

全省马铃薯生产水平和促进马铃薯加工业的

发展无疑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

为使该项

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该 品系于

����年 �月 �� 日通过了省科委技术鉴定
�

��一��一�淀粉含量 ��
�

���
，

维生素 �

含 量 ��
�

���� ����
，

干 物 质 含 量

��
�

��
，

是 目前国内品质育种综合指标最高

的马铃薯新品系
，

不仅宜作粮菜兼用
，

更适

宜作工业加工原料
�

该品系高抗晚疫病
，

对

病毒病具有一定的田间抗性
，

一般亩产鲜薯

����
�

�一 ����
�

���
，

较各地主栽 品种增产

�� 一 ��
�

��
，

适宜本省天水
、

河西及中郁

地区推广种植
。

号为母本
，

以引进品种渭会 �号为父本通过

有性 杂 交
，
����年从 其组 合 中选 育 出

��一��一�
。

��� 选育程序及方法

��一��一�从组配杂交开始
，

经过杂种

实生苗培育与无性系选种圃
、

品系鉴定圃
、

品种比较圃的鉴定考核以及全省区域试验
、

生产试验
、

示范
，

于 ���� 年完成了选育程

序
�

� 产量表现

� 选育经过

��� 杂交组合

按照育种目标
，

在对亲本材料多年研究

的基础上
，

于 ����年以本组育成的天薯 �

�� 站内试验

���� 年 在 站 内 品 系 鉴 定试 验 中
，

��一��一�小区折合亩产 ����
�

���
，

较对照

小 百 花 �下 同 � 亩 产 ����
�

��� 增 产

��
�

��
，

居参试 �� 品系的第 �位� ���� 年

在 品 系 比 较 试 验 中
，

小 区 折 合 亩 产

����
�

���
，

较对照 ���
�

���增产 ��
�

��
，

居参试 �� 品系的第 �位
�

��� 甘肃省区域试验

����一 ����年
，
��一 ��一�参加了甘肃

省区域试验
，

试验按全省不同生态类型设有

�� 个试点
，

以垅薯 �号为统一对照
，

以各

地主栽品种为参考对照
，

共计 �� 个品种

�系�
�

����年 ��点次试验亩产 ���
�

��

����
�

���
，

平均 ����
�

���
，

较统一对照陇

薯 �号 �下同����
�

���增产 ��
�

��
，

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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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参考对照增产 �
�

��
，

居参试品系的第

�位 � ����年 ��点次试验亩产 ����
�

��

����
�

���
，

平均 ����
�

���
，

较统一 对

照 ��������增产 �����
，

较参考对 照

增产 ����
，

居参试品系的第 �位 � ����

年 ��点 次 试 验 亩 产 ����
�

�一 ����
，

�

��
，

平 均 ����
�

���
，

较 统 一 对 照

����
�

� ��增产 �����
，

较参考对照增产

��
�

��
，

居 第 �位
�

�年 �� 点 次试 验

��一 ��一�平均亩产 ����
�

���
，

较统一对

照 ����
�

��� 亩净增 薯块 ���
�

� ��
，

增

产 ��
�

��
，

较参考对 照 ����
�

��� 亩净

增薯块 ���
�

���
，

增产 ��
�

��
�

�年 ��

点次试验 中
，

增产 点 �� 个
，

其增 幅在

���� � ” �
�

��之间
，

减产点 �个
，

减幅

为 ��
�

��
，

平均居第 �位
�

联合方差分析表明
，

品种
、

试点及品种
�
试点的 �值均达极显著水平� 多重比较结

果
，
��一拼一�与对照陇薯 �号产量差异达极

显著
，

品种与品种
�
试点间 �值也达极显

著水平
�

稳产性测验
，

��一��一�产量主效

较大 ������
，

品种 �
地点互作方差及变异

系数相对较小 卜�
�

��
、

�
�

���
，

说明该品系

丰产性较好
，

在我省武威
、

天水
、

临夏
、

永

登
、

会川等试点所代表的生态地区推广种植

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能
�

�� 生产试验
、

示范

����年在本市渭北干早区的甘谷县礼

辛乡柏林村设置的生产试验中
，

��一��一�

亩产 ����
�

���
，

较对照当地主栽品种长薯

�号亩产 ����
�

���增产 ��
�

��
，

并小而积

生产示范 ���亩
，

亩产达 ���� ��
�

同年
，

在二阴山区的秦城区中梁乡何家湾村进行的

生产试验中亩产 ����
�

���
，

较对照小百花

亩产 ������增产 ��
�

��
，
����年在上述

地区设置生产试验 �亩
，

生产示范 �� 亩
，

在历史上罕见的干旱灾害下经专家组现场测

产 ��一��一�亩产 ���
�

���
，

较对照小百花

亩产 ���
�

���增产 ��
�

��
�

� 抗病性能

��� 站内试验期间抗病性表现

从中梁试验站 ����一 ���� 年品系鉴

定
、

品系比较和省区域试验田间调查结果来

看
，

��一��一�主要感染花叶型病毒病
，

其 �

年发病株率平均为 ��
�

��
，

较对照小百花

�下同���
�

��低 ����
，

病指数为 �
�

��
，

较对照 �����低 �
�

�� � 植株晚疫病病指数

为 ��
�

��
�

与对照 ��
�

��基本相同
，

块茎

病薯率 �
，

��
，

较对照 ����低 ���� � 植株

环腐病株率 和 指数均 为 �
�

��
，

较对 照

�
�

��和 �
�

��分别低 ����和 �
�

��
，

块茎环

腐病株率 �����
，

较对照 ��
�

��低 �
�

��
，

指数 ����
，

较对照 ����低 ����
�

由此看

来
，

��一 ��一 �无论在晚疫病严重 流行 的

����年或较干早的 ���� 年
，

植株与块茎均

具有高抗病毒病
、

晚疫病的性能
。

��� 省农科院植保所抗病性鉴定结果

根据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抗病性鉴

定指定单位省农科院植保所 ����年在会川

自然感病条件下 田间鉴定
，
��一��一�感染

花叶病指数为 �
�

�
，

抗病对照陇薯 �号的病

指数为 �
�

��� 感染卷叶病的病指数为 ���
，

抗病对照陇薯 �号的病指数为 ����� 感染

晚疫病的病指数为 ��
�

�
，

抗病对照渭薯 �

号病指数为 ��
�

�� 田间未见环腐
、

黑胫病
’

株
，

根据以上结果
，

说明 ��一 ��一�对花叶

病的田间抗性与抗病对照陇薯 �号的田间抗

性相接近
，

对晚疫病的田间抗性优于抗病对

照渭薯 �号
，

对卷叶病的田间抗性强于抗病

对照陇薯 �号
�

� 品 质

��� 站内试验期间薯块淀粉含量测定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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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品评结果

��一��一�在站内试验期间从鉴定 圃开

始采用比重法对薯块淀粉含量进行了测定
�

用蒸煮品味法对薯块进行了食味评定
�

�年

测定淀粉含量平均为 ��
�

����
，

较对照小

百花 ������高 �
�

���� � 食味品评质沙味

浓
，

适 口性好
，

品质优良
�

��� 省农科院测试中心品质化验分析结果

����年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新

品种品质分析指定单位省农科院测试中心化

验分析
，

��一 ��一 �薯块干物质总含量 为

��
�

��
，

较对照陇薯 �号 ��
�

��高 ����
，

淀粉含量 为 ��
�

���
，

较对照 ��
�

��� 高

�
�

��
，

粗蛋 白 �
�

���
，

较对照 �
�

��� 高

�
�

���
，

维生素 ���
�

��������
�

较对照

��
�

��������高 ��
�

����一���
，

还原糖

�����
，

龙葵素 ���� ������ �
�

据中国农

科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查询结果
，

该品系淀

粉含量
、

粗蛋白含量
、

维生素含量 �项指标

在国 内近 �� 年育成的新 品系中居领先水

平
�

不仅宜作粮菜兼用
，

更适宜作工业加工

原料
�

��� 主要特性

中晚熟
，

生育期 �出苗至成熟���� 天

左右
�

平均薯重
’

��� �
，

单株产量 ��� �，

单株结薯 �
�

�个
，

薯块整齐度为 �����
，

商

品率为 ��
�

��
，

休眠期长
，

耐贮藏
�

� 适应地区及栽培技术要点

� 主要特征特性

��� 主要特征

��一��一�株型扩散
，

主茎粗壮
，

分枝 �

一�个
，

叶色正绿
，

复叶较大
，

花浅紫色
，

花粉量多
，

育性较弱
，

白然结果习性差
，

果

色浅紫色
。

地下甸甸茎短
，

结薯集中
，

薯形

为圆形
，

皮色为淡黄色
，

肉色为白色
�

芽眼

�� 个左右
，

深浅中等
，

薯肉质地致密
，

抗

张力强
�

根据全省 区域试验及生产示范结果
，

��一 ��一�稳产性好
，

适应范围较广
，

抗早

耐疮
，

特别适应于我省干早
、

半干早农业区

及一般山区种植
，

在天水
、

定西
、

武威
、

庆

阳
、

临夏等地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

因淀粉含

量高
，

单位面积干物质产量突出
，

是工业加

工原料的理想品系
，

大面积推广种植有较大

的经济开发价值
�

该品系在栽培技术方面
，

除在轮作
、

整

地
、

施肥等田间管理上需坚持一般马铃薯常

规栽培措施外
，

根据其固有的特征特性
，

应

掌握好以下几项技术环节�

��� 适期适密播种� 干早及二阴山区 �

月中
、

下句播种为宜
�

播种密度因结薯集

中
，

其适宜 密度在中等肥力的一般 山 区

����� ����株 �亩
，

早薄地 ����一����株

�亩
�

��� 采用高垄栽培 � 因该品系甸甸茎

短
，

结薯较浅
，

播种深度应在 �一 �� �� 为

宜
，

锄草松土要早
，

中耕培土垄要高
，

既防

薯块外露
，

影响品质
，

同时便于收获
�

��� 抓好保种留种措施� 为了延长该品

系的利用年限
，

应建立种薯生产田
，

实行选优

选健留种
，

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夏播留种
，

微

型薯栽培
，

充分发挥该品系的增产潜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