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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合类型的马铃薯实生种子

利 用 试 验 初 报

份冬冬穷劣�忿﹄

研究简报
的护

卜心
��匀
“、，“、，

怎��� �

闻振贵 石俊堂 王秀芳 齐东平

�内蒙古自治区乌盟农科所�

��年代以来
，

我所向全国许多省市提

供的实生种子 �����大都是以 �������

为主的天然种子
，

进入 �� 年代初
，

由于供

采种的老
“

克疫
”

品种很难找到
，

只好用
“

克

疫
”

后代采种
，

致使品种混杂
，

质量下降
，

严重地影响着实生种子在生产上利用 的效

果
，

为此
，

我们利用新型栽培种 ���
�一

���
�������

、

普通栽培种 ��
�

����������
，

配制 � � � 和 � � � 组合并选择一些优良通

普栽培种 ��采种无性系
，

期望从中获得超

过
‘

克疫
”

品种的优良组合
，

来取代
“

克疫
”

天

然种子
。

木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新型栽培种在马铃

薯实生种子利用中的价值
，

为马铃薯群体育

种提供理论根据
，

并且从中选育出杂种优势

强
、

主要农艺性状较整齐一致的优良组合
，

为马铃薯生产提供高质童的实生种子和优良

亲本
。

材料与方法

照每次重复 �� 株
，
�行 区

，

株行距为 ���� �

���� 播种在试验 田中
。

生育期间
，

重点对

群体生长势
、

植株整齐度
、

晚疫病
、

地下块

茎整齐度
、

薯形
、

皮色
、

肉色等性状进行观

察记录
。

收获时分别测产进行方差分析
。

记

录标准如下 �

�
�

植株整齐度和生长势 � 分 �个级别

即 �级很差
、

�级差
、

�级一般
、

�级好
、

�

级很好
。

�
�

晚疫病 � 分 �个级别即 �级为极少

侵染 �或无侵染�� �级为温和侵染
，

���

植株侵染� �级为中度侵染
，

��� 一���植

株侵染 � �级为严重侵染
，

��� 一 ��� 的植

株被侵染 � �级为极重侵染
，

��� 一 ����

的植株被侵染
�

�
�

块茎整齐度
、

块茎皮色
、

肉色
、

芽

眼 � 每性状均分 �个级别
。

例如块茎颜色
，

�级指所有块茎颜 色相 同 � �级指 ��� 一

���块茎颜色相同� �级指块茎颜色大都不

相�司
。

����一 ����年分别对不同的实生苗群

体和无性 �，
群休进行 �组试验

，

侮组试验

随机区组
，

重复 �次
，

统一用
“

克疫
”

作对

照
。

实生苗群体试验是 ����年 �月底利用

阳畦育苗
，

�月底按睡次重复 ���株
，
�行

区
，

株 行距为 ���� � ���� 移 栽 到 试 验

田
。

无性一代群休试验是将上年收获实生苗

�讨按组合每株收 �块的群体
。

����年底按

� 结果与分析

��� 实生苗群体单株产量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

�
。

从表 �
，

�结

果看出
，

不同类型组合 �包括对照
“

克疫
”

品

种天然种子�实生苗群体单株产量之间差异

显著
。

表 �中参试的 �� 份组合中
，

超过对

照达到显著和极显著的 �份
，

其中 � �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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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份
，

达到极显著� � � �组合只有 �份 试验结果证明
，
� � � 组合实生苗群体单株

达到显著
，

而 ��组合无 �份
�

表 �中 �� 产量较 � � � 组合和 ��组合表现出较强的

份参试组合中
，
�份较对照达到显著和极显 杂种优势

。

著
。

其中 � � � 组合就占 �份
，
� � � 组合 ��� 实生薯 ��群体块茎产量

只有 �份
，

��组合无 �份
�

通过两年两组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从中可以

表 � ����年 ���实生薯当代试验 �单株产量 � ��

组 合 组合类型 万 比 �� 增产�及显著度 位次

�����������������

自 ������ ��������

自������ ����一�

克疫 � ����� 峨县
，，��

�

自 ������� ����一��一�

克疫����

���� ����一��一��

自 ������ ��一��

呼 �，

�����一��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义 �

��

��

���二

���名
�

���名
�

���

一呜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川���������川���料������

����刀，���
·

�毛����川 � ����

表 � ����年 ���实生薯当代试验 �单株产量
� ��

组 合 组合类型 比 �� 增产�及显著性
，

位次

����������������������������乌自������ ����一�

阿奎拉 � ����一��一�

乌 ���，������

中蔬 � ，

���一��一�

呼自��一��� ����一��一�

呼白��一��� ����一�

呼自��一��

东农 ���� ����一��一�

��一�一�一����� �������一�一���

克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二

一�
�

�

���
�

��
�

�

��
�

�

��
�

�
�

��
，

�二

几

�

��

����刀，� ��
�

������川 � ��
�

�

看出
，

不同类型组合实生薯无性 �，
群体单

株产量之间差异 同样是显著的
�

表 �的 ��

份参试组合中
，
�份较对照达到显著和极显

著
，

其中 � � � 组合占 �份
，
� � �组合只

有 �份
，
��组合 �份

。

表 �的 �� 份参试

组合中
，
�份超对

一

照达到极显著以上
，

其中

� � �组合占去 �份
，

� � � 组合 �份
，
��

组合无 �份
�

通过两年两组无性 �，
代试验

结果再一次证明
，
� � � 组合在单株产量上

同实生苗群体单株产量一样
，

较 � � �组合

和 ��组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
�

另外
，

再将两年 �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

�见表 ��
，
� � � 参试组合共计 �� 份

，

其中

�� 份达到显著以上
，

占 ��� � 而 � � � 参

试组合是 �份
，

只有 �份达到显著以上
，

占

��
�

�� � ��组合就更差了
，

参试的 �� 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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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中
，

只有 �份达 到 显著 以 上
，

仅 占 应该大量利用新型栽培种
，

以便选育出较

��� � 这就近一步证明在实生种子选育中 � � � 杂种优势更强
、

产量更高的优良杂交

表 � ����年 ���无性一代试验 �单株产量
� ��

组 合 组合类型 � 比 �� 增产�及显著性 位次

����

�一��

��

�����

���� ���

���一��
�

�

坝薯 �号 � ��一��

�����一���

��
单株 ��

自������ ����一�

��
单株 �

�双 � ���

�� 克疫

自������ ����一万�一�

�����
����

����一�� ����一��一�

� � �

��

� � �

��

��

�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

邹
�

，�

��
�

�

��
�

�二
��

�

�
�

��
�

�
“

��
，

�二
��

�

�
� “

����

�名

��
�

�

���
�刀，� ���

，

�二 ����川 � ���
�

�

表 � ����年 ���无性一代试验 �单株产量
� ��

组 合 组合类型 比 �� 增产�及显著性 位次

���������������荷 ���混 �

自��一���� ����一��一��

��

自������ ����一��一�

��
单株 ��

�� 克疫

����一��

坝薯 �号 � 阿普它

������ � ����一��一�

自������ ����一��一�

��

�����一�� ����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口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刀一� ���
�

�

表 � 各类型组合显著性比例比较 组合是可能的
。

组合类型试验份数一
显著和极显著 不显著 �

�

�

份数 � 份数 �

植株生长势

由表 �可见
，
� � � 植株生长势较 � �

�� �

� � �

��

��

份数 � 份致 �

�� ��� � ��
�

�
� 强

。

�� ��

��
�

�

���
�

�

�

合计 �� �� �一� �� ��
�

�

植株整齐度

从表 �可以看出
，

� � � 组合的植株整

�
�、�夕

��

表 � 不 同类型 ���植株生长势分级比率

组合类型 调查份数
�级

份数
’

�

�级

份数 �

�级

份数 �

�级

份数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几，��
，�皿，乙����气曰��

�

�

��
�

�

���

��
�

�

�巧��”
伟乙，才�����，

口

�，�，石‘�

����������� �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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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类型 ���植株整齐度分级比率

组合类型 调查份数
�级 �级 �级 �级

份数 � 份数 � 份数 � 份教 �

������ ��
�

�

��
�

�

��

���

����������夕色���������������������� � �

� � �

��

合计

表 � 不 同类型组合晚疫病发病率及分级比率

组合类型 调查份数
发病率 �级 �级

份数 � 份数 � 份数 份数

� �
�

�

���������� � �

丁 � �

��

合计

�
�

�

�
�

�

�������，��巧�������
������‘甘，户，‘���������

�月产���少�︸��，
、︸��傀�气」������

齐度较 �� � 和 ��组合高
。

从表 �还可以看出 � � � 组合
，

植株发

��� 晚疫病发病情况 生晚疫病较 � � � 和 ��组合低
，

且轻
。

表 � 不 同类型 ���块茎整齐度
、

皮色
、

肉色
、

芽眼分离分级比率

组合

类型

调查

份数

整齐度

�级 �级

份数 份数 份数

皮色

�级 �级 �级

份数 � 份数 � 份数 �

�级 �级 �级 �级 �级 �级

全����，
且

�，‘��

�月了，�

︸、�气」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一

�

��

��

���������

组合

类型

调查

份数

�� ��
�

� ��

�� ��� ��

�� ��石 ��

�� ��� ��

肉

��

色

】 级 �级 �级�级 �级 �级

份数 份数 份数 份数

� � �

� � �

��

合计

�� ��乡

�� ��

�� ��涛

��

��
�

�

��
�

�

��名

��

�
�

吕

�� ��� � ��
�

�

�� ��
�

� �� ���

�� ��夕 � ��
�

�

�� ��

�级

份数 �

� ��

� ��

� �
�

�

�

���������

��� 块茎性状

从表 �着出 � � � 组合块茎整齐度
、

薯

皮色
、

薯肉色 �除芽眼外�较 � � � 和 ��

组合分离小
。

各组合之间芽眼分离 区别不

大
。

其它 �个性状均分离不大
，

大都在 �级

或 �级范围内
，

无 �份超过 �级
�

� 讨 论

在马铃薯实生种选育中
，

利用普通栽培

种 ��
�

�����������与新 型栽培种 ���
�一

����������之间杂交
，

可以获得大量的实

生种子
�

由这些杂交种子生产的实生苗群体

或无性一代群体
，

从产量上表现了很强的杂

种优势
，

这一点与外单位的试验结果是一致

的
，

例如
� 呼盟农科所选育出的呼 � ，、

呼

��
、

呼 ��
等优 良组合全部都是 � � �

�

东

北农学院选育出的东农 ��也是 � � �
�

我

所 已经选育出乌 � �
、

乌 ��
、

乌 ��
、

乌 ��

等 �份优良单交组合 �其中 �份组合是 � �

�
，

可在生产上直接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