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杂志 第 �卷
�

第 �期 ����

马铃薯实生种子优良杂交组合评价

田兴亚 陈伊里 吕文河 王凤义 秦 听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 ��������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国内最新配制的马铃薯实生种子 �个杂交组合
，

通过试验
，

分析和

比较了 �、 实生苗世代主要经济性状的表现
，

综合评价了各个杂交组合在杂种优势

利用中的价值
，

筛选了可用于商品生产的优良组合
。

对主要亲本的配合力进行了佑

计
，

为实生种子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并研究优良自交系
�

试验结果表明 � �
�� ���，一�卜�，

��� ���，一，�一，
和肯德 � ����一��为优 良杂交

组合
，

�
� � ����一��

一�可用于实生种薯生产
�

自交系 ���，一��一�和 ����一�� 为优良自交系
，

后者在提高单薯重量降低单株结

薯个数上有较高的配合力
。

本文还讨论了我国马铃薯实生种子选育和杂种优势利几

的进展和发展潜力
�

关键词 �实生种子
，

杂种优势利用
，

组合
，

优良白交系

表 �

前
�

��

曰 表 � 组合代号及亲本

组合代号 母 本 父 本

��

�，�‘召��月尹口目�︸���������二十多年来
，

我国在马铃薯实生种子的

选育和利用上
，

经各育种单位联合攻关
，

取

得了很大成绩
，

已经走向商品化生产和广泛

的利用
�

但是
，

选育高配合力的实生种子白

交系
，

充分利用杂种优势
，

提高产量
、

抗性

和品质
，

仍然是我国马铃薯育种的关键
�

本试验研究是我校 ���� 年主持的 �个

新的杂交实生种子组合
，
��实生苗世代的

联合区域试验
，

目的在于对现有较优良的实

生种子进行配合力研究
，

为杂种优势利用
，

提供可商品化生产的优良组合
�

同 ����一�

同 ����一�

�
�

� ，

中 ��

直 �

肯德

��十，一卜问一
，
目闷洲引

���卜卜�
一，一卜卜一卜卜，，门曰�

����一�

����一�

��冷
一卜�

��卜
一卜�

����一��

����一��

����一��

��作
�卜�

�一��一�一�气��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的杂交组合
、

代号及其亲本见

试验材料于 �月 � 日播于温室播种盘

中
，
�月 � 日移苗于营养钵中

，

�月 �� 日定

植于试验地
�

小区行长 �� 米
，

侮行 �� 株
，

每小区五行
�

随机区组设计
，

三次重复
�

株

行距 �� � ����
�

一般田间管理
，

�月 � 日

收获
。

调查项口及方法 � 根据茎秆颜色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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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合的分离情况及整齐度
�

田间观察记载

抗旱性
、

抗病性 �退化和晚疫病�
。

收获方

法
，

全部人工挖收
�

每小区取 �� 株
，

测定

单株重量
、

单株结薯个数
、

商品薯 ��� 克

以上�重量及个数
，

并调查薯形
、

皮色
、

肉

色和芽眼深浅等性状
�

用马铃薯比重测定仪

测量了干物质的含量
�

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检验组合间主要经济

性 状 的 差 异 显 著 性
�

用 新 复 极 差 法

��
�

�
�

��综合评价主要亲本的优良特性及

优良组合
，

� 结论与分析

��� 试验结果

主要经济性状的结果�平均数�列于表

�
。

表 � 主要经济性状统计结果�总平均�

哈尔滨 ����

组 合
小区产量

����

单株产量

����

结薯个数 平均单薯 商品薯率����

�个�单株� 重量��� �商品答个数 �总个数�

商品薯率②�

�商品薯重�总重量�
比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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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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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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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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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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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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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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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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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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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刀

����
�

�

����
�

�

����
�

�

����
�

�

����
�

�

�，‘，
��口、︸丈�，
于

皿几，���������

方尊分析结果列于表 �
�

表 � 主要性状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小区产量 单株产量
单株结著

个 数
平均薯熏

区组间 �� ��� �乃� ��� ����

组合间 �� ���
�

� �
�

�� ���� ���
�

��

误 差 �� ��� �刀� �
�

�� ��乡�

总变异 �� �� �� �� ��

组合�’�� � ��
�

��
� �

一。 名 ’ �

���
� ‘

�
�

��
’ �

�
，

��水平 � ��� �
�

�� �名� �名�

用新复极差测验
，

进行组合间差异显著

性测验
，

对组合进行多重 比较
，

结果见表

�
�

�� 对结果的分析

����年 �月下句到 �月份
，

我国北方

地区高温和严重干旱
，

哈尔滨市也超过历

年
�

无疑
，

对实生苗的定植
、

缓苗和生长造

成很大困难
�

当然
，

在无灌溉条件下
，

对所

有试验材料的前期抗旱性进行 了白然的筛

选
�

�月份多雨
、

试验地晚疫病大发生
，

对

供试材料抗晚疫病性又一次大考验
�

所以本

年所能人选的材料
，

比较适于实生种子利用

的要求
。

表 � 各性状 ������
�

�� 水平�结果比较

组 合 小区产量 单株产量
单株结薯

个 数
平均薯重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优良组合

产量 �产量比较综合地反映了组合的全

而特性
，

因而应为首选性状
�

��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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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特殊配合力
�

其三组合单薯重量平均

��
�

�克
，

高于 ��，卜，�一���
�

�克 ��个百分

点
�

肯德
，

新参加实生种子杂种优势利用的

引进普通栽培品种
，

以它做母本配制 �，组

合
，

具有明显的产量上的杂种优势
，

有 ���

克以上大薯占 ���的势头
，

这是极应注意

的进展
�

但该品种尚未形成自交系
，

杂种后

代分离现象明显
�

����� 整齐性

整齐一致的 ��代群体是杂种优势利用

的主要标准
�

为检验整齐性
，

我们测定了茎

秆颜色这一质量性状分离情况
，

统计了主要

经济性状的变异系数看群体的整齐性
�

性状

分离见表 �
。

表 � 茎杆颜色调查

组 合 总株数 萦 秆 中 间 绿 杆

�����������朋������������
�������叹�

︸扣丹乙�今
、︸飞一�

，�云�
，��

�

�

�

�

���

�

���洲溯阳���������������仇仇�仇���，

所有组合
，

极显著高于包括排第四位产量的

所有其它组合
�

由小区产量和单株平均产量

二项分析的结果
，
��
均占首位

，
��
小区产

量占第二位
，
�，单株产量占第二位

�

两者

产量相差不显著
�

�，以平均薯重极显著高

于 ��
、

��
构成产量

�

��以单株结薯个数

极显著于 ��构成产量
�

三组合均抗早和晚

疫病
�

商品薯 � 平均单薯重量 �，达 �� 克
，

显著高于第三位以下各组合 ‘ 是历年试验中

出现的可喜的组合
，

产量较高的 ���� 克
，

�声�克也算不错
�

这两个组合适合整薯播

种
�

结薯个数� 单株结薯个数是杂种优势利

用中特殊配合力和一般配合力均高的性

状 〔 ’��� ，
当前应改进结薯过多的间题

。

�，平

均单株结薯个数明显高于其它组合
，

平均达

��
�

�
，

极显著高于第三位及以下各组合
�

��
、

��
、

�，
结薯 �� 个左右较为理想

� �

淀粉和干物质含量� 总体上看干物质含

量 较 高
，
�一����

�

�
，
������

�

�
，
������

�

�
，

�，����
�

�
，
均高于克新 �号无性系 ����

�

�
�

综合表现 � 综上分析
，

优 良组合为

������ ��，，一�卜��
，
�一
��，� ���卜，�一，

�和

���肯特 � ����一���
�

����� 优良亲本

��” 一�卜�是在新型栽培种中我国选育

的优良自交系
，

适应性较强
，

抗晚疫病
，

在

产量上有较高的一般配合力
�

它作为 ��
、

��、

� 。 的共同父本
，

其产量配合力方差显

著优于其它父本
�

����一��一�产量效应仍以

结薯个数多的一般配合力为主
�

哈尔滨点今

年 � 。 产量较低
�

因为第一次播种出苗率极

低
，

于 �月 �� 日才补播
，

生育期短近一个

月
�

山西农科院和乌盟所 � 。 均表现较好
�

����一��为 ��
、

�，、

��
共同父本

，

该品系

在提高单薯重量
、

减少结薯个数
、

改良大小

薯参差不齐产量状况
，

具有较高的一般配合

由表 ，调查结果
，

结合田间调查花色和

薯皮颜色
，

看了大部分组合群体趋于一致
，

以 ��、

�价 �，较好
�

分离现象严重的是组

合 �，，

分离原因是 由母本品种肯德引起

的
，

该品种含紫色控制基因
，

紫秆
，

红皮薯

块
�

用变异系数比较了主要经济性状的整齐

程度
。

变异系数 � 小区产量 �
�

��
，

单株重量

�
�

��
，

结薯个数 ����
，

单薯重量 �
�

��
�

比较

了三个优良组合的产量和结薯个数的变异系

数分别为 右���
�

��
，
�

�

���‘ � 。
��

�

��
，
�

�

���和

����
�

��
，
�

�

���
，

表明 ��
群体内部比较整齐

一致
，
��
群体内部单株间变异幅度较大

�

原因主要来自母本肯德遗传的杂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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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种子杂种优势利用发展的形势是好

的
�

经过二十多年的攻关
，

已经有了生产上

可以利用的较好 自交系和较好组合
�

特别是

商品薯率
、

单薯重量的提高
，

结薯个数的降

低
，

在本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根据 �、

实生苗与无性系一代性状明显相关 �单株产

量 �� ���� 二
，

单薯重量
�� ����

� ’ ，

结薯

个数 �二 ����
’ �

�〔�〕 ，

可以预测 �、
实生种

薯在生产上应用没什么问题
�

单株产量潜力很大
�

���� 年在不良环

境中
，

我们实际收获出现在较好组合中的单

株产量 �公斤以上者 �� 株
，

主要 出现在

�，、

��
、

��
、

��和 ��
中

�

�
�

��公斤以上

者 �� 株
，
� 公 斤 以 上 单 株 �� 三 株

��
�

���
、

�
�

����
、

�
，

����
，
�� 一 株

��
�

�����
�

这些单株的表现
，

说明杂种优势

利用潜力尚待研究和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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