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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出适合粤北山区冬种的优质马铃薯品种．对经前期初步筛选的4个优质马铃薯品种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表

明，荷兰薯16号(F)为早熟品种．薯形好，品质、商品薯率、产量等综合性状最佳，鄂马铃薯1号(E，)次之，两品种具有较好的推广

前景。桂红皮l号(G)和韶引l号(S)为中晚熟品种，中小薯偏多，增产潜力大。但需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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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Potato varieties

growth in North-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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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1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about four potato varieties after filtration preliminary were performed．in order to select to its

local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mountainous of Noah—Guangdong．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ecocious variety F was the best．

Its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shape of tuber,quality，commercial ratio，yield，ete，were excellent．El Was in the next place．

These two varieties were suitable for popularization in the mounljtlnous of North—Guangdong．G and S were serotinous，which had more

minitype and middle—sized tuber．whereas．its had enormous potential on increase of yield．It need more experiment for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North-Guangdong；potato(SotⅡaum tuberosum L．)；winter cuhuvation；comparative experiment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属茄科茄属1年生

草本植物，又名土豆，其营养丰富。是世界重要的粮菜兼

用作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马铃薯在粮食安

全保障上的重要性以及在生物能源上的应用被逐渐重

视。而利用南方冬作区大量种植马铃薯，可很好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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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季马铃薯的淡季。其种植效益显著高于很多传统

的冬季作物，已成为南方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热点，是

充分利用闲置土地资源、提高粮食产量、扩大农民增收的

好途径【l。31。广东省农业厅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马铃薯

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指出。2010年该省马铃薯的种植

面积达到6．7万hm2的目标，但由于气候、种植习惯、品

种选择等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使此目标的实施并不顺

利【4】。南方各地冬季干燥、霜期长短不一，土地资源丰富

的中北部均不同程度受霜或雪的冻害。尤其近年来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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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甘蔗相同．但是甜高梁生育期较短(湛汀地区平均

只有112 d)，与甘蔗(300 d左右)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

可以作为甘蔗燃料乙醇发展的补充原料，缓解甘蔗榨期

休闲期太长的问题。但究竟怎样的一种发展模式能够发

挥最大的效率，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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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加剧，霜冻现象不定期地发生【5卅。而多年以来，

广东省各地种薯大部分以自留种进行种植。虽然适应性

较强，但商品薯品质较差，病虫害较为严重。因而．筛选适

应当地气候特点的优质马铃薯品种显得非常必要【I．4．71。为

此，我们通过对收集的部分品种材料进行对比试验，以筛

选适合南方地区尤其是冬季气温变化较为剧烈的粤北山

区冬季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为后续高效优质冬种配

套栽培技术的探索确定种源。并为当地冬种马铃薯品种

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本试验供试材料为马铃薯脱毒种薯。包括湖北省马铃

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的鄂马铃薯l号(E。)、荷兰薯

16号(F)、桂红皮1号(G)、韶引l号(S)。

1．2试验方法

试验在位于韶关市东郊的韶关学院农业科技同区基

地进行，试验地前作为油菜。土壤肥力中等。试验采用随机

区组设计，每个品种3次重复，小区畦面宽1．0 m(包沟)、

长8．5 m。小区面积8．5 m：。各参试品种于2008年9月20

日播种，每畦种2行，株距40 em，行距50 cm，每小区种

40株，每667 m2约种3 000株。种薯播前催芽，播种时每

667 m2施有机肥300 kg．10月5日幼苗具3-4片叶时结

合中耕除草培土每667 m2施尿素约10 kg。11月5日开

35

花时结合中耕培土第2次追肥．每667 m2施15一15一15三

元复合肥约20 kg。2009年1月1日收获(5日出现较严

重霜冻，故G及S品种提前收获)，成熟期以大部分叶片

落黄为准。

1．3数据统计

试验期间调查生育期数据、株高等；收获时统计主茎

数、苗高、苗粗、病苗数量、苗重等．同时对结薯情况进行系

统调查，包括统计单株块茎数、薯块性状(皮色、肉色、芽

眼、芽深)、薯皮类型等。并对薯块品质进行测定。主要包括

干物质含量和淀粉含量(蒽酮硫酸法)嘲。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马铃薯品种产量及农艺性状比较

从表l可以看出．不同品种的农艺性状与产量存在较

大的差异。F、E。品种苗期生长较快，S品种植株早期生长

较慢。E，种植80 d左右植物底部叶片颜色基本变黄，至

收获时110 d植株整体已明显变黄．F其次，G、S品种植

株浓绿叶，仍处于明显生长状态。可见，E。早熟性状明显，

F其次，S、G生育期较长。E，、S植株较矮，株高不足70

cm，G、F植株较高，约为前两者的1．3倍。G植株虽最高，

但叶片淡绿较稀疏，主茎少，整株苗重最低。S主茎数少，

茎较细。植株矮，苗重较小．产量最低，但收获前苗仍生长

旺盛。可能是未完全达到成熟状态。F生长期间植株生长

旺盛，主茎数最多，苗重数值最大，E。次之。

表1不同品种马铃薯产量及农艺性状比较

注：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表2、表3同。

表l数据还显示。F产量最高，每667 m2产量为

4 491 kg．极显著高于其他品种。其次是E，，G、S产量最

低．约为F品种的55％左右。试验观测还发现，E。品种发

病率较高、为15．6％，F品种次之、为8．3％，G、S均没有发

生病害，易管理。

2．2不同马铃薯品种结薯性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品种马铃薯结薯特性存在较大

差异，其中以单株结薯数差异最大，单株产量亦出现显著

差异。但各品种商品薯个数占全株薯数的比例均约50％。

其中，F品种整体表现最佳，单株结薯数最多，达23．7个，

极显著多于其他品种。最大薯重达371 g，平均单株产量

为l 497 g，极显著高于其他品种。其商品薯总重量占单
株薯重的91．9％，150 g以上大薯比例为21．7％。E，品种结

薯数较少，商品薯中以50～150 g的中薯为主。G和S品种

单株结薯数均较少。单株产量较低。其中G品种大薯比例

小，以中小薯为主，商品薯重量比例最低，可能是未完全达

到成熟收获期的原因。S品种结薯块数最小，各级薯块比

例较均匀。

表2不同马铃薯品种结薯性状比较

品种单株薯数引离奢薯5叽1涛巾薯舀凇薯最喾重 商品鼍裹芦比率 商品鼍乏产比率平均酱薯重
F 23．7aA 21．7abAB 24．5bB 53．8aA 37laA 91．9aA 46．2aA 1497aA

G 16．ObB 3．8cC 42．6aA 53．6aA 246bB 75．ObB 47．4aA 853cC

S lO．()cC 25．1aA 27．6bB 47．3aA 262bB 88．7aA 52．7aA 803cC

注：≥1509大薯指马铃薯个数比例，“商品薯”指重量一>509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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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不同品种马铃薯商品性比较

从不同马铃薯品种商品特性看，以F品种为最佳(表

3)。其薯皮光滑，芽眼最少并且芽深最浅，薯形呈长椭圆

形．肉色呈黄色，淀粉含量相对最高，约为18．8％。E。品种

薯皮粗糙，芽眼较少并且芽深较浅，薯形呈椭圆形，其淀

粉含量较高，干物质含量最高。G品种其薯形呈圆形，薯肉

紫红色薯皮光滑，芽眼较深但不多，其肉白色，干物质含

量最低，淀粉含量较低。S品种薯形呈椭圆形，芽眼最多且

最深，肉色呈淡黄色，干物质含量中等，但淀粉含量极显

著低于其他品种。

表3不同马铃薯品种结薯商品性及品质性状比较

3结论与讨论

试验初步结果表明。荷兰薯16号整体表现最佳，其植

株生长旺盛，生育期较短，主茎数较多，发病率低，平均结

薯个数最多，产量最高，商品薯比例高，商品薯蕈比例最

高，薯肉黄色，薯皮光滑，芽眼浅且较少，薯形长椭圆形，干

物质率及淀粉含量均较高．经济性最佳。鄂马铃薯l号植

株生育期较短，植株主茎最多，产量较高，但其易倒伏，发

病率较高。其薯椭圆形，芽眼中等深但较少，其干物质含量

和淀粉含量均较高，属较优质的早熟品种。韶引l号主茎

少茎较细，生育期长．发病率低，产量相对较低。薯块大小

较为均匀，薯皮光滑，薯肉黄色，薯为椭圆形，芽眼深且多，

其淀粉含量相对较低。桂红皮l号主茎少，叶片小，但茎粗

且植株较高，发病率低。其结薯数量较多，以中小薯为主，

薯形圆形，商品薯重量比例相对较低。皮色紫红肉白色。淀

粉含量相对较低。

马铃薯冠层是形成块茎产量的主要成因，冠层与块茎

膨大速度呈极显著正相关191。马铃薯单株块茎数对产量的

影响最大．其次是株高、淀粉含量、大中薯个数比率、平均

薯重、大中薯重量比率，分枝数的影响则较小【lOl。本试验数

据显示．荷兰薯16号植株生长茂盛，单株薯块数最多，单

株产量最高，而且商品薯率最大，鄂马铃薯l号品种次之。

此两品种十物质率较大，淀粉含量较高，每667 m2产量在

3 000 kg以上．其生育期均在80～90 d，作为冬种马铃薯

具有较好的推广前景。而荷兰薯16号薯形好，可作为炸薯

条加T．／Jn工品进行推广。桂红皮l号和韶引1号单株薯块

数结薯数相对较少．单株产量显著低于荷兰薯16号。其中

桂红皮l号和韶引1号单株薯重较低，但其在收获前植株

生长仍旺盛，虽然两个品种产量都较低，但桂红皮1号薯

块数较多，韶引1号薯块还较嫩．说明桂红皮1号和韶引

l号熟性晚，推测生育期在120 d以上。由于提早收获导

致总产量不高，还有较大的增产潜力。

粤北地区有种单季稻的习惯．秋冬闲田面积大．可种

植马铃薯的时间跨度长。但山区气候多变．海拔气候明显。

多数地区11月中旬左右即有明显的霜冻出现。因而，依据

不同地区气候特点，筛选不同成熟特性的马铃薯品种对于

其大面积的推广种植非常有意义[1til。每年9月中旬至次年

2月初，可利用秋冬闲田依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即依据秋初

气温下降后至隆冬霜冻前以及霜冻后至早稻种植前不同

阶段时间的长短。选择不同成熟期的品种进行分批种植151。

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秋冬闲田的休闲期；另一方面又可以

较好地规避可能出现的严重霜冻天气对马铃薯植株产生

的灾害性影响．将可保证粤北山区秋冬季马铃薯栽培的优

质高产。以此原则指导，早中熟的品种生长期较短．在播种

期选择和生产安排上的灵活性大．本试验中的荷兰薯16号

和鄂马铃薯l号可作为粤北山区推广的重点品种。

试验中由于考虑到将出现的严重霜冻天气的影响，致

使桂皮红1号和韶引l号未完全达到成熟期即进行采收，

未能完成反映其最终产量的特点。后续研究仍需对此两品

种进行系统的比较试验，以更明确其品种特性。对于不同

品种不同生育期马铃薯结薯情况亦需进一步深入比较，以

明确不同品种在不同时期的薯块发育情况及产量等，从而

可以依据当地消费习惯以及市场价格特点，安排不同品种

的种植时间以及根据不同品质和熟性特点进行收获的时

间，以获取最大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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