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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新品种
“

州芋 �号
”

的选育与栽培技术

李漠裕 刘朝荣

�湖南省龙 山 县马铃著研究所 引 �����

州芋 �号是我所 ���� 年 以来选育 的一

个马铃薯新 品种
。

经我所 多年 品种 比较试

验
，

均表现高 产稳 产
、

薯形 好
、

大块 茎 多
、

抗

性强
、

适应性广等特 点
。

在各地 多点试种和

生产示范
，

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

选育经过

����年 以我所选育的一个马铃薯新品系

��� 一 ��作母本
，

从美 国 引进我 国的 ������

作父本
，

通过有性杂交
，
����年从播种 的杂

交 种 实 生 苗 中 选 择 的 优 异 单 株
，

编 号 为

�� 一�� 一 �
，
����年进行品 系鉴定 试验

，

采用

间比法排列
，

重复 �次
，

比对照 种新 芋 � 号

增产 �
�

�� � ���� 年进人品系预 备试验
，

采用

随 机 排 列
，

重 复 � 次
，

又 比 对 照 种 增 产

���� ����年进行 品种 比较试验
，

比对 照

种米拉 增产 ���� 其丰产性
、

块茎的商品

薯率
、

薯形
、

抗青枯病和晚疫病等方面明显优

于对照种米拉
。

从 ����
，

一 �����年 的 �年 问
，

在 我 所

进行的马铃薯品种 比较试验和 各类系统的 区

试中
，

该品种参加
一

试验的共有 �次
，

有 �次产

量居第 �位
，

一次居第 �位
，

一次居第 �位
，

次 次 都 比 对 照 种 米拉 增 产
。

增 产 幅 度

��
，

�今
。
一 ����今

。 ，

其 中有 � 次 增 产 都 在

��
�

�� 以 上
�

仅有 �次在 ���� 以 下
，

平 均 增

产 ��
�

�
��。

�次平均 亩产 ����
�

���
，

对照种平

� 大 田繁殖及 示 范结果 � 鄂芋 �号品种的适宜种植密度

在大田繁殖 中
，

鄂芋 �号品种在兴 山县

棒子乡河坪村一组张国满责任田进行繁殖
，

面积 �
·

�亩
，

平均亩产 ����
·

����
，

比当地种植

的米拉 品种增 产 ���� �����年 在棒子 乡进

行大面积示范
，

种植面积 ���� 亩
，

经验收
，

平

均亩产 ����
�

���
，

比对照增产 ��
�

��
，

比地方

品种
‘ ·

深眼红
”

增产 ��
�

�� � ����年扩大示 范

����� 亩
，

平 均 亩 产 ����
�

���
，

比 克 矮 增 产

��
，

���
、

最高单产达 ����
�

���
，

在生产示范中

表现出较高的生产力
，

目前 已在全省推广种

植
，

是兴山县主栽品种

����年县农科所进行了 �个处理的 不同

密度的栽培试验
，

随机 区组
，

�次重复
，

小 区

面积 �
�

�� 亩
，

亩施基肥 ������
，

其结果 以 每

亩 ���� 一 ���。 株 产量最高
，

差 异显著 以

行距 ������
，

株距 ��一 �����
�为宜

，

增 产效 果

最好
�

根据以 上经验
，

针
一

对 目前兴 山县马铃薯

品种混杂退化普遍
�

高抗病的
’ ‘

鄂芋 �号
”

品

种尚未得到普遍推广的现状
，

因此
，

建议建立

鄂芋 �
一

号无病种薯基地
、

加快其推广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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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亩产只有 ����
�

���
。

从 ����年开始
，

该品种开始参加 国家级

西南片
一

马铃薯 品种 区试
，

试 点遍 布 湖北
、

四

川
、

陕西
、

贵州
、

云 南 等 省 区
，
����年 居 参

试 品种的第 �位
。

比对照种米拉增产 ��
�

���
，

����年居第 �位
，

比对照种增产 二
�

��
。

����年 一 ����年该品种正式列 人全州

农作物品种区试计划
，
����年 比对照米拉增

产 �
�

��
，

居第 �位
，
����年 比 对 照 种 增 产

��
�

��
，

亦居第 �位
。

从 ����年起
，

在我县及外县部分地 区进

行了较大面积示范种植
，
����年在我县大安

乡大红村进井 生产示范
，

亩产 ����
�

���
，

比

对照种增产 ����� ���� 年度湾塘乡小河村

亩产 ����
�

����茅坪乡复兴村亩产 ����
�

���
。

����一 ����年在我县大安乡推广种植 ���

亩
，

平均亩产 ������
。

病
，

在青枯病高发年份
，

病株率也只有 �� 一

��
。

高抗卷叶病毒病
，

不抗花叶病毒病 �病

株一般在 ��
一

���
，

但病级低
，

病指 �
�

�
，

远

远少于对照种米拉
。

耐贮性较强
，

休眠期较

短
，
��天左右

，

不适 于在 ���米 以 下 的低 海

拔地 区留种
。

� 栽培技术要点

� 主要特征特性

该 品种株型较扩 散
，

株 高 一 般 ���� 左

右
，

比对照种米拉略矮
，

株丛繁茂
。

茎秆与叶

片均为绿色
、

花 白色
。

叶片较大
，

侧小叶 �

对
，

顶小叶长心形
，

花序总梗及枝梗绿色
，

每

个花序花数一般 �一�朵
，

无天然结实
，

花柱

长
，

柱头 �裂
，

花药橙黄色
。

瓣尖有色
，

茎翼

短直
，

块茎圆形
，

薯皮薯肉白色
，

薯皮光滑
，

芽

眼 中等深
，

大
、

中薯块茎 ��� 左右
，

淀 粉 含

量 ��� 左 右
，

食用 品质 好
、

半 光 生 幼 芽 绿

色
，

蓦部 圆柱形
，

顶部尖细
、

茸毛 多而 细
，

分

布均匀
。

生育期适 中
，

从出苗 至 成熟的生育

日数一般为 �� 一 �� 天
，

高抗青枯病和晚疫

��� 播种

最适播种期在大寒前后
，

个别冰冻严重

的地 区最好推 迟播 种期
，

待解 冻 后抓 紧抢

播
。

采取小蛇薯播种也可以加强防冻保种能

力
。

��� 密度

高垄单行 ����二 火 ����
，

每亩 ����莞
，

或

高垄双行 ���� � ����� � ����二�
，

每亩 ����

莞
。

在种薯品质 良好的前提下
，

采用高垄单

行更能发挥单株增产优势

��� 施肥

每亩用火土灰或土杂肥 ���� 一 ������
，

�
、

�
、

� 三元复 合肥 �� ��
，

追肥每亩用 尿 素

不超过 ����
，

一般亩
，艺可达 ������ 以 上

，

底肥如用经堆过腐烂的枯秆或牛粪
，

能改 善

土壤理化性状
，

更有利于块茎膨大
，

增产更有

把握
。

飞� 留种保种

应在 ���米 以上的高海拔地 区建立留种

基地
，

实行薄摊
、

见光
、

干燥贮藏
，

严 防种 薯

在贮藏过程中大量发芽
。

已经大量发芽的种

薯应推迟到春节后播种
，

以 免 因播种过 早在

土中产生闷生薯而引起大量缺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