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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安薯 ��号 ��������品种育成总结

蒲中荣

�陕西 省安康地 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少

马铃薯安薯 �� 号是陕西 省安康地 区农

科所经过品种 间有性 杂 交 选 育 而成
。

����

年经 安康 地 区 品 种 审定 委 员 会审定通过
。

���� 年 经陕 西省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通

过
。

���� 年获陕西省人 民政府科技 进步二

等奖
。

比较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 安康地 区 �年品 比试验结果 ����

年份 总 产星 对照种 对照总产量 比对照增产 �

份��年 ����� ��� ���刀 �

����年

��即 年

����� ��多 引川 辜

���

�只�

』���� ��� �下���

强
，

轻感 环腐病
、

黑胫 病
、

花 叶病和 卷 叶病

毒
，

淀粉 含量 ��
�

���
，

阵��
�

�����������
，

块茎

大 而整 齐
，

商品率 高
，

耐 涝
、

耐 早
。

抗 逆 性

强
，

适应性广
。

亲本来源及选育经过

安薯 �� 号品种是 ����年 用 ��� 号作母

本
，

克新二号作父 本进行 品种 间有性杂交
，

���� 年培育实生苗
，

编号 ������
�

����年无

性系选种圃
，
����年预试圃

，

��只�一 ����年

品种 比较圃
，
����一 ����年参 ��口地 区 内 区

域试验
，

同时参加西南六省 区 区域试验及生

产试验示范
。

边试验
、

边鉴定
，

边繁殖推广
。

� 生物学特性

��� 丰产性好

套种亩产 ����一����公斤
，

比大面积主

栽品种 ���号增 产 劝
，

�� 经方差 分 析
，
��

个点达极 显著
，

�个点达显著
、

西南片 区 试

比统一对照米拉 脱毒 薯 增 产 ���
，
�年 品科

��� 抗病能力强

安薯 ��号晚疫病 田 间抗性 为一级
。

对

照 ��� 号为三级 ����一 】���年 区域试验

调查
，

平均花叶病株 ���
，

比 ��� 号低 �
�

��
，

黑胫病
、

环腐病株 �
�

��
、

比 ��� 号 低 住��

安薯 三� 号对 ��� 田 问过敏
，

有 自我淘汰病

毒作用

�� 抗逆力强
，

适应性广

耐涝
�

����年陕南山区薯块膨大期间
，

连

续阴雨
，

比 ��� 号
一

成倍增产二耐旱 �����年 贵

州省威宁县
、

六盘水市等地
、

出苗至成熟干旱

少雨
，

产量居一
、

二名 �����年 四 川开县冬 干

春旱
、

产量居第一名 西南 山区表现好
，

抗逆

性强
，

适应性广
�

��� 品质优良

经西北农业大学 中心实验 室测定
，

安薯

��号淀粉 含量 ��
�

���
、

达到我国马铃薯攻 关

课题 组 规 定 中晚 熟组 淀 粉 含量 ��� 的 指

标
，

� 〔
气

��
�

���二乡�。 。� 营养价值高
。

��� 生育期短
、

结薯集中
，

有利套种

安薯 �� 号从出苗至 代熟生 育期 ��一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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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属中早熟品 种
，

与 玉米共 生 期 短
，

��一��

天
，

适宜 春
、

秋 �夏�二 季 作 栽 培
。

结 薯 集

中
，

有利套种作物生长

� 植物学特征

植株 �株 型 开 展
�

王 茎 �
�

�一�� 个
，

分 枝

少
，
�

�

�一 �
�

�个
，

株丛繁茂
，

植高 ��刀一��
�

���
，

茎淡紫色
，

色素分布不均匀
，

茎较细
，

坚硬不易

倒伏
，

茎横断面三棱形
，

茎翼微波伏
，

节部同全封且
。

叶 �叶片较大
，

深绿色
，

复叶大茸毛少
，

叶

绿平展
，

顶 小 叶倒 卵形
，

基部 心 脏形
，

侧 小

叶大小中等
，

托叶镰形
。

花 �花 序 紧 密 中 等
，

总 梗 绿 色
，

长 度

���一 ��
�

���
，

花柄关节无 色
，

开花繁茂性

中
，

花柄长度 �
�

����
，

花冠浅 色
，

五星轮纹黄

色
，

花瓣尖无色
，

花冠基部绿色
，

花冠大
，

雄

蕊大
，

黄色
，

锥形
，

雌蕊淡绿 色
，

柱 头绿 色无

裂
，

花柱长
，

子房淡黄 色
，

花粉量 中
，

尊 片浅

绿色
，

披针形 �花蕾有 色
，

椭 圆形
，

天 然结 实

性弱
，

浆果绿色
，

浆果大
，

有种籽

块茎 �圆扁形
，

皮淡黄色
，

肉白色
，

块茎整

齐
，

大 中 薯 达 ��� 左 右
，

芽 眼 数 目 中

��一 �个�
，

芽眉弧形
，

脐部深度中等
，

幼芽

基部椭圆形
，

紫红色
，

顶部尖形
，

紫 色
，

茸 毛

中
，

食味上等
，

块茎休眠期短
。

�
�

县
、

区
、

乡要在中高山建立留种基地
，

以供应低山
、

川道 区带毒轻的种薯
。

�
�

农户要 按 �比 �� 的 比例
，

建 立 留种

田
、

播科
‘
秋薯和株系选的种薯

�
�

去病去杂选株留种 挖除杂株
、

病株

薯块
，

集中处理 选健壮无病株菩块留种

�
�

秋薯留种
�

中高山夏播
、

中低山秋播留种
。

� 安薯 ��号选育体会

� 栽培要点

适宜早播
，

播前进行芽选
，

淘汰纤细芽的

病毒薯块
。

分枝少
，

主 茎较多
，

茎坚硬
，

结薯

集中
，

适宜密植
，

亩株 ����一 ����穴为宜
，

注

意刘草培土
，

防薯块露出表而影���品质和产量

� 留种措施

环腐病
、

黑胫病王要靠种薯传播
，

目前 国

内外尚无高抗病基因材料 主要靠选种除病
。

作物新品种的形成是遗传基因与外界条

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为选 育出丰产
、

抗

病
、

质优
、

适应性 佳
、

综 合性状好的新品种
，

杂交亲本的选择组配是实现育种 目标具有可

能性的基本条件�环境 条件是 育种 目标变成

现实性的重要 条件
。

总结选育安薯 ���
一

号新

品种之所 以成功
，

与我们在理 论与实践上 考

虑 了以下环节分 不开 一 是 双亲优点多
，

缺

点少
，

且能互补
，

遗传传递 力强 �母本 克新 �

号 �德友 �号 � 波冬 �号
一

�� 父本 ���号 �长

薯 �号 自交后代�
，

双亲丰产
，

高抗晚疫病易

传递给 后代
，

克新 �号感环腐病
，

较 抗 黑 胫

病
，

��� 号抗环腐病
，

较感黑胫病
。

亲本 先代

波兰 �号是我国育成品种作亲本最多的亲本

之一 �二是亲本 ��� 号是 当地栽培 �� 多年 的

主栽品种
，

适应 当地生态型
、

用它作亲本选育

品种
，

适应 当地的生活力强 �三是选用亲本地

域差异大
�

血缘上 远缘 后代杂种 优势强
。

克

新 �号多在干旱少雨
、

日照充 足的东北等 地

利
，
植

，

而寸早性强����号多 在阴雨多
，

日照 较

少的陕
、

川
、

鄂山 区种植
，

耐涝性强
，

两者地理

上远距离
，

生态环境各异
，

双亲既含有栽培种

�
�

��，�，。 ，
�

�� 、 �、，��
血缘

，

也含有野生利
，
�

�

‘�。 �‘�、 、 。 �，，

血缘
，

故 仃强的杂种优势

�
�

� 栽培环境条件

育种工作 的周期性 长
，

在整 个育种工作

过程中需要 创造一 个相 对稳定 的栽培 条件
。

达 尔文在物种进 化学说中告诉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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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株距 ����
，

每 亩 ���� 株 左

右�芋芳株距 �� ��
，

每亩 ����株左右
。

��� 适时精细播栽

马铃薯一般 于 �月 中
、

下 旬催 芽播 栽
。

早春结合耕翻上肥
，

每亩基施厩 肥或灰杂肥

���� ���栽种时每 亩再沟施人 畜粪 ���� ��，

并适量增施磷钾肥
�

待粪耗干后下种
，

尔后起

垄拍实
，

保墒防渍
。

有条件的可加盖地膜
，

借

以增温保墒
，

促早苗早发
。

芋 亢一 般于
‘

清

明
”

前后栽种 �亦可提前到 �月 下旬 育苗
，
�

月底定植
，

以缩短共 生期�
，

播前先选择优 良

子芋摊晒 �一 �天
，

并将播行翻松
，

最后 开

垄下种
，

上覆肥熟细土盖没顶芽
。

��� 加强培育管理

争
一

取马铃薯早苗 早发
，

是缩 短薯芋共生

期
、

提高薯芋产量的重要环节
。

当马铃薯幼

�上接 ��页�

我们一条重要的原理
，

这就是任何 的人工选

择都是在 自然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的
，

也就是

说被选中的对象
，

已经通过两道选择
，

一是 自

然和栽培条件选择
，

二是 人工选优去劣
，

即人

工选择
。

我们选择了一个代表主产马铃薯地

区 的育种 基地 一 安康 地 区 镇 坪 高 山 试 验

站
。

常年多雨
，

日照较少
，

晚疫病 严重
，

能代

表育种服务地区的基本情况
。

这样
，

杂种通

过 自然选择所表现出来的
‘

优
’ ‘ ，

也就正是育

种 目标中所要求的
“

优
”

它所表 现 出 来 的

劣
，

也就是育种 目标中所淘汰的劣
�

即杂交的

客观表现和我们主观选择的标准一致
。

��� 鉴定和选择

抗 病性 测 定 �我 区 马铃 薯 病 害 种 类 较

多
，

真菌性
，

细菌性和病毒性病害均有发生
。

抗病选择的重点是
，

针对常年威胁我 区马铃

薯高产稳产的晚疫病
，

选择晚疫病流行条件

下
，

具有 多 基 因抗性 的 田 间抗病性 强 的材

料
，

保持抗病性的稳定性
，

在此基础上利用黑

胫病
，

环腐病株汁液
，

在茎的皮层 下 注射接

种
�

选择抗黑胫病
、

环腐病材料
。

由于这两种

苗开始顶 土 时就 要 追 施 一 次稀 粪 水
，

每 亩

���� ��左右 �齐苗后
，

结合松土再施一次粪

肥
，

并注意查 治苗期 地 老 虎
，

�月 下 旬奎 好

土
。

�月 初 马铃薯采收后
，

就要 及时加强芋

的管理 通 常 于 � 一 �叶期结 合松 土追一

次腐熟稀粪水
， ‘ ·

小暑
”

前再施 一 次 重 肥
，

每

亩优质人畜粪 ���� ��兑水浇施
，

或腐熟饼

肥 �� �� 开垄穴施
。

并注意适时培土奎根
，

当芋苗 高 ����左 有时
一

�约 �月 中旬�
�

结 合

追肥先将垄沟拉平
，

培第 一次土�在植株封行

之前
，

叶片大部分长出后
，

再培第二次土 �应

于
“

小暑
”

前 完 成� 使 芋 行 逐 步 培 成 小 高

垄
。

同时
，

应结 合培土将其土豆藤蔓培塑在

芋苗根部
�

有条件的 可在行间再铺些秸草
、

遇

旱要勤浇水
，

经常保持土壤 湿润
、

一 般
’ ‘

秋

分
’ ‘

以后即可陆续上 市
一 ，

病害没有没有多优点的高抗育种亲本
，

而且
�

主要是种薯带菌传染
，

防治方法简
一

单
， �
饮不一

味追求高抗材料而顾此失彼 我 区病毒病主

要是花叶型
、

次为卷叶型
，

束顶型等几种
，

表

现花叶
、

卷叶
、

矮化
、

束顶
，

从实生 苗 起 就 淘

汰具有以上症状的株系
。

经过无性繁殆 �一 �

代的选优汰劣 在相对稳定的栽培条件下
，

根据病毒与产量的相 关性
，

结 合产量考核 选

择无病毒病状表现
，
沉又高产的品系

，

继续 试验

丰产选择 �从 无性繁殖 一代开始选择甸

旬茎多 �一 �� 条或甸，��茎有 �一 �条 结薯

率 高达 ��� 以上
、

大 中薯 在瘦地 为 �酬毛 以

上
，

中上等地 为 ��� 左右
，

株 系平均 产量高

于对照 ��� 以 上 的株 系 高抗材料 及淀粉

含量高的株系
�

产量略高于对照者也人选

品 质鉴 定选 择��人无 性 �代 或 �代 开

始
，

对综合性状好的 品 系用 比重法测定淀粉

含量
，

并蒸食品尝食味
，

在 试验结束时
，

将被

选材料 及对照送测试单位化验进 行 品 质测

定
，

为品种评选提供依据
。

‘
姜 润 田 问志作 了 部 分工作

�

在此表 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