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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新品种陇薯 �号的选育

杨树田 王一航

�甘肃省农 科院粮作所�

针对我省马铃薯生产上病毒病的广泛传

播和复合侵染
，

缺乏过硬的杭病
、

抗退化品

种的状况
，
于 叨 年代初省农科院粮作 所 马

铃薯组适当调整育种 目标
，
以高产

、

伉病
、

优质作为主攻方向
，

选育增产潜力大并适应

商品化生产及其有加工工艺性状和品质的新

品种
，
以适应我省农业生产发展之需要

。

� 选育经过

陇薯 �号 �原代
一

号��
一

��� 是以 陇 薯 �

号作母本
，
以含新型栽培种血缘的实 ��

一

��

自交后代 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
。

经����年组

配杂交
，
����年培育杂种 实 生 苗

，
�����

����年无性系 �一�代选种试验
，
����一 ����

年参加品系比较试验
，
����一 ����年参加全

省品种区域试验同时穿摘进行主产试验
、

示

范及原原种繁殖
，

于 ���� “目氏完戍选 育 程

序
，
当年 �月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

� 产量表现

�
�

� 品种比较及区试产坦水举

在 ����年参加品系比校试 验 中
，

小区

折合亩产 只���公斤
，
比对照陇薯 �

一

号亩产

����
�

�公斤增产 ��
�

��
� �呢�年继续

一

多加

品系比较试验
，

小区折合亩
�� ����公斤

，

参加此项工 作的还有店修文
、
于 香娥

、

文困 公

比对照陇薯 �号亩产 ����公斤增产��
�

��
，

两年在参试材料中均居首位
。
���������年

参加省区域试验
，
�年 �� 个点次试验 中 ��

个点次产量居
一

首位
，
平均亩产 ����公斤

，

除����年陇西点比统一对照减产而与参考对

照平产和����年天水点比统一对照减产
、

定

西点与统一对照平产外
，

其余��个点次 �会

川 �
、 ��备衫胜�

、

眠县 �
、

宕昌 �
、

西和 �
、

会

产 �
、

定西 �
、

陇西 �
、

天水 �� 比统一对照

陇薯 �号增产 ��
�

�一���
�

��
，
比各地参考

对照增产 �
·

����
�

��
。

�
�

� 生产试验 �示范�产量水平

���了年渭源县会川良种场生产试验种植

�
�

筋 亩
，
平均亩产 ����公斤

，
比对照陇薯

�号亩产 ����
�

�公斤增产 ��
�

��� ����年

在消源县 田家河乡示范种植 �� 亩
，
平 均 亩

产 ���。 公斤
，
比 对 照 渭薯 �号亩产 ����

公斤增产 ��
�

��� 公川 良 种 场 扩 大 示 范

��
�

��亩
，

平均亩产 ����
�

�公斤
，

比 对 照

陇薯 �号亩产 ����公斤增产 ��
�

��� 该场

工人董建裕种植 �
�

�亩获得亩 产 ����公斤

的高产记录 � 临挑县改河乡示范 �
�

��亩亩产

����公斤
。
���。 年在�写源县会川 良种场

、

新城村
、

临挑县新添乡上街村
、

西和县汉源

镇进行 生 产 试 验
，

亩产 ����一����
�

�公

斤
，
比当地栽培品种塔产��

�

。一��
�

��
，
西

和 县 乒��子公司生产示袱 �。 亩
，

平 均 亩 产

����公斤
，
比天薯 工 号

、

武薯 �号与 牛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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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产��
�

��
，
���与��

�

��
。

该品种适宜甘肃 封 仁�寒 阴 湿
、

二阴地

区
、

陇南温湿 八
�卜及相似地区种植

。

� 主要特征特性及优缺点
� 育成该品种技术要点

陇薯 �号株型开展
，

株高 ��一�� 厘米
，

生长势与繁茂性属中等
，
叶片浓绿

，

叶缘波

状
，

顶小叶椭圆形
，

托叶 属 中 间 型
，

茎粗

�
·

�一�
�

�厘米
，
茎翼直立

。

花冠浅紫红色
，

天然结实性弱
，

浆果小
。

结薯半集中
，

薯块

偏椭圆形
，

皮肉均淡黄色
，
芽眼较浅

，

耐贮

性好
。

块茎整齐度高
，

大 中薯率���以上
，

从出苗至成熟生育期 ���一��天
，

为 中 晚

熟品种
。

陇薯 �号主要优点是
�

丰产性突出
，

增

产潜力大
，

单株结薯 �
�、 �个

，
因株丛 不 太

繁茂且属多薯型品种
，

喜水喜肥
，

在优越条

件下栽培一般可增产 �一�成
，

最高产 量 可

达 ��� 。 公斤�亩� 抗病性强
，

晚疫 病 历 年

发病 �一 �级
，

表现高抗
，

尤其在该病严重流

行的 ����年绝大多数品种丧失抗性的 情 况

下
，

本品种发病只达 �一�级
，
而薯块基本不

感染
，
对环腐病和黑胫病 田间表现不感染�

对主要流行病毒具有一定的 田间坑性
。

块茎

品质优良
，

淀粉含量���招�
，

粗蛋白含量

一 ��石
，
�� ��

�

�一��
�

��毫克���。 克
，

龙葵

素含量 �
�

����
，

蒸熟食味中等
，
适宜食用

和淀粉加工
。

缺点是耐疮性较差
，

抗早性较弱
，
不宜

在过干旱疮薄地区种植
。

� 栽培技术要点及适应范围

陇薯 �
一

号有株丛不太繁茂
、

薯块较多排

上性强
、

喜水喜肥的特点
，

因此 要 深 翻 土

地
，

施足底肥
，

早施追肥
，

及 ��寸除草培土
，

起垄要宽而高
。

适当
‘
心植

，

在阴湿及二阴地

区每亩种植 �的 �一 飞��。 袜
，

在干旱痔薄地

区每亩种植 ����一 ����株为宜
。

选择基因型差异大的亲本材料进行

杂交组配
。

大呈和�充农�月
，

普通栽培种因品

种间血缘相近
‘

权 互杂交 已无多大前途
。

陇

薯 �
一

号在选育 甲 廿小选加了 自育的对 ���
，

��� 兼抗的陇薯 � 号
，

父本则选用含 有 新

型栽培种血缘的实 汉
一 ‘

� 自交后代
，
因父本

材料具有广泛户变异犯
。 �、 讨本陇薯 �号亲

缘关系较远
，

与之尔交斤�代表现出较强的生

长优势
，

实生花当代 尔兑疫病表现高度的田

间抗性和薯
�

决大血 多氏
一

�

行 从
，

无性 �代和无

性 �代分别比阮薯 �甘 戈对丈静 增产���和

���
。

可见亲本问��� 江内差异校大的遗传关

系是育成陇薯 �
一

号的关壮
。

�
�

加强抗认鉴定和筛选
。

在抗病育种

工作中
，
除选择杭病东本组沉杂交外

，

对后

代材料采用台二的打
。 �‘ 一

�

生定 方法足筛选抗病

品种的重安保址
。

经少 年从实践和总结
，

对

实生苗多无性系低代选和初料
，
进行病毒接

种 �主要为 ��人
、
�� 丫�结合 自然鉴定来

淘汰感病材科
�

们 顶 汰 泄 滋上的高代试验材

料采用指示植物诊断 扭汽旅鉴定相结合
，

对

摸清品种抗性底川
、

提商坑注鉴定准确性有

良好作用
。

但子以生选洋尺度也几很重要的
，

如对于在指示植毛污上业表现有病毒症状而田

间自然发病率多年一
�

汽较�氏的品种
，
也要重

视选择
。

陇菩 � 号 勺远几经历了 �年 �次接

种鉴足 泪 �午如小 应抽诊断
，

至审定推广时

已连续种植 �年
，

而花叶病株率始终保存到

�一�
�

��表现出较 ��
� 〔�彗���

�

�、�士厂臼�有性
。

对�
气��免疫万

、
则 佑月 介川地区秋季阴湿多

雨
，

年年 而义
�

誉、 �

仃洲 爷�，吐条件
，

进行自

然鉴定相选提仆 了
，

皮
「

人

��了转�
·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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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生产试验结果 �公斤�公项�
一

�����

一
�

’

�
，尸

一
�

甲
�

一
�

�

一
� �

一一
� �
�

�������������������������口�����

一一
�

一
试 验单 位 一二�畜 丝丝气及丽

牙

甘南县 良种场

依安 县第 � 良种场

省马铃薯研究所

动河县第 � 良种场

花园农场实验沽

克东县第 � 良种场

东北农学院

哈市原种场

省阿城原种场

呼 兰县富强 乡

平 均

总 平 均

�����
。
� ���

。
�

�����
�

� ���
。
�

����年

声一贾 为雨顽丽灭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
�

�

�����
。
�

���
�

�

���
。

�

�口 ��吕
�

� ���
�
�

� 生物学特征

克新��号为晚熟品种
，
生育 日数 �由播

种至茎叶株黄� ��� 天以上
，

在黑龙江省地

区
，
一般需降早霜后茎叶方枯死

。

块茎休眠

期长
，
收获后一般需 �个月才度过休眠期

。

该品种对晚疫病具有高度 田间抗性
。
田

间比较抗花叶型病毒病
。
田间很少发现环腐

病
。

克新 ��号淀粉含量��
，

����
�

��
，
�与

克新 �
一

号相同�
。

维生素 �含量每 ���克鲜薯

含��
�

�毫克
。

收获后 �个月测定还原糖含量

�
·

���
。

食用品质优 良
，

蒸煮食用时起沙
，

有香味
。

该品种生育期虽然较长
，

但植株健壮而

不繁茂
，

种植时宜 比一般晚热品 种 密 度 大

些
，

每公顷保苗 以 �一�万株为宜
。

并
�

宜 早

播
，

如经胭种催芽后栽种
，
可延长块茎膨大

时间
、

更能充分发挥增产潜力
。

� 讨 论

克新��号品沁的
�
兜度病抗性显著的

强于双亲 �冲 ����了了和波友 �号
。

其抗性

是来 自双亲的日间坑病性的累加作用
，

还是

来自田间抗病往和父本刘过敏抗 性 ���
‘
基

因的共同作用
，
尚有待迸一步研究明确

。

�
�

克新 ��号块茎收获后需经阴凉晾干

并剔除感染晚咬病的块牛后
，

再入窖贮藏
，

否则会增加窖贮腐烂率
。

�上接��乡必

坚持试验
、

示范
、

推广相结合的快

速育种方法
。

对于有较好的品系在选育过程

中进行边试验边示范萦效
，

这是���快品种选

育速度
，
迅速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方

法
。

陇若 艺号在进行第 �年品比试验时
，
就

开始少量萦殖原原种
，

进行省区域试验的头

两年又穿插开展了生产试验和示范
。

至����

年该轮省区试结束时
，

不 仪使该品种通过了

省级拉术鉴定 浦 目
�

少洲二示范面积 已
‘

达 ���

多亩
，
新叹产 五 日

�

落
一

万弓
二收得了 熟著经济

汉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