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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固原市马铃薯主栽品种对晚疫病的抗性

刘　浩１，何建国２，朱玉斌２，沈瑞清１＊

（１．宁夏农林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宁夏植物病虫害防治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７５０００２；

２．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宁夏 固原７５６０００）

摘要：为了明确宁夏固原市马铃薯主栽品种对晚疫病的抗性，采用田间自然发病的方法对２０个主

栽品种开展了抗病性研究。结果显示，抗病性最强的品种是宁薯１２号，其次为冀张薯５号、虎头、
费乌瑞它、陇薯３号，它们在发病初期的病情指数为０．４４～０．８０，发病中期的介于０．９８～１．５０。综

合抗病性、产量和商品薯率对品种优劣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综合性状表现最好的是冀张薯５号，
其次为宁薯１２号、陇薯３号、地希瑞、虎头。生产中应同时注重品种抗病性以及产量、商品薯率等

经济性状，进行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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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致 病 疫 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ｅｎｓ）引 起 的

晚疫病是严重威胁马铃薯生产的世界性真菌病害，

全球每年因此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１７０亿美元，我

国的损失约为１０亿美元［１］。宁夏固原市马 铃 薯 种

植面积 达 到６．７万ｈｍ２，成 为 该 地 区 经 济 的 支 柱。

然而，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年限的延长，晚

疫病发生逐年加重。当前应对晚疫病的措施主要以

种植抗病品种为主，而抗病品种会随着种植年限的

延长出现抗性下降的现象。品种的抗性鉴定及分析

是选 育 抗 病 品 种 和 防 治 马 铃 薯 晚 疫 病 的 重 要 手

段［２－４］。为了明确固原市马铃薯主栽 品 种 的 晚 疫 病

抗性水平，特在当地开展了相关研究，以期为固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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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种布局、抗病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同时

提升马铃薯品种繁育和病害控制技术水平。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品种

包括宁 薯８号、宁 薯１０号、宁 薯１２号、中 薯３
号、中薯５号、克新１号、克新８号、克新１８号、冀张

薯５号、冀张薯８号、冀张薯１８号、虎头、地希瑞、青
薯１６８号、紫花５８１号、陇薯３号、费乌瑞它、庄薯３
号、晋薯７号、大西洋，共２０个马铃薯品种。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地选在固原市原州区大堡试验场马铃薯种

薯试验地，进行常规施肥、播种等田间管理。试验采

取随机区组设计，小区面积１０ｍ２（５ｍ×２ｍ），重复

３次，共６０个 小 区。采 用 双 行 靠 的 种 植 方 式，宽 行

０．６ｍ，窄行０．４ｍ，重复间保护行０．５ｍ，保护区宽

度２ｍ。

１．３　调查和分析方法

１．３．１　不同马铃薯品种对晚疫病的抗性鉴定　在

发现马铃薯晚疫病中心病 株１４ｄ后 的 发 病 初 期 和

２８ｄ后 的 发 病 中 期，调 查 晚 疫 病 的 病 级，方 法 参 照

国际马铃薯中心９级分级标准进行［５］。每小区对角

线５点取样，每点固定调查２０株，查全部叶片数，每
小区共查１００株，计算病情指数。使用ＤＰＳ数据分

析系统比较不同马铃薯品种对晚疫病的抗性差异。

１．３．２　不同马铃薯品种产量表现调查　对每品种

分小区称量马铃薯块茎产量，折合成公顷产量，进行

比较分析。

１．３．３　不同马铃薯品种商品薯率调查　对每品种

分小区 收 获 时，按 薯 块 大 小 划 分 商 品 薯：５０ｇ以 上

为商品薯，５０ｇ以下为非商品薯。商品薯所占的质

量百分比为商品薯率。

１．３．４　不同马铃薯品种综合性状排位分析　将２０
个品种的抗病性按照由强到弱，产量和商品薯率由

高到低进行排位并赋予序数，合计序数再排位即得

到不同品种的综合性状排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马铃薯品种对晚疫病的抗性表现

对不同马铃薯品种在晚疫病发病初期、中期的

病情进行调查，计算出病情指数，结果见表１。在发

病初期，宁薯１２号、冀张薯５号、费乌瑞它、虎头、陇
薯３号 等 品 种 的 抗 病 性 最 强，病 情 指 数 为０．４４～
０．８０，其中宁薯１２号、冀张薯５号、费乌瑞它的病情

指数与其他品种有极显著差异；大西洋、地希瑞、宁

薯１０号、中薯３号、晋薯７号、克新８号、庄薯３号、
青薯１６８号、紫花５８１号、克新１号、冀张薯８号等

品种抗 病 性 次 之，病 情 指 数 为１．０６～９．３６；宁 薯８
号、冀张薯１８号、中薯５号、克新１８号的病情指数

介于１２．８６～２９．５７，与 其 他 品 种 有 极 显 著 差 异，
其中克新１８号的病情指数达到２９．５７，抗病性最差。

在发 病 中 期，宁 薯１２号 的 病 情 指 数 最 低，为

０．９８，抗病性最强；宁薯１２号、虎头、费乌瑞它、冀张

薯５号的病情指数与除陇薯３号、大 西 洋、宁 薯１０
号、地希瑞外的其他品种有极显著差异；中薯５号、
克新 １８ 号 的 病 情 指 数 最 高，分 别 达 到 ３５．３６、

３５．２２，抗病性最差，相互间无显著差异，但与其他品

种均具有极显著差异。

表１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晚疫病病情指数

品种 发病初期病情指数 发病中期病情指数 品种 发病初期病情指数 发病中期病情指数

宁薯８号 １２．８６ｄＤ　 １４．２９ｃＣ 冀张薯１８号 ２０．０６ｃＣ　 １２．９５ｄＤ
宁薯１０号 １．７８ｋＪ　 ２．０５ｈｉＧＨＩ 虎头 ０．８０ｍＬ　 １．０２ｉＩ
宁薯１２号 ０．４４ｎＭ　 ０．９８ｉＩ 地希瑞 １．１７ｌＫ　 ２．０６ｈｉＧＨＩ
中薯３号 ２．０１ｊＪ　 ２．８８ｇｈＧＨ 青薯１６８号 ６．８５ｇＧ　 １９．６９ｂＢ
中薯５号 ２３．９２ｂＢ　 ３５．３６ａＡ 紫花５８１号 ８．４９ｆＦ　 ８．５０ｆＦ
克新１号 ９．２３ｅＥ　 １０．８６ｅＥ 陇薯３号 ０．８０ｍＬ　 １．５０ｉＨＩ
克新８号 ４．２８ｈＨ　 ３．４２ｇＧ 费乌瑞它 ０．４８ｎＭ　 １．０３ｉＩ

克新１８号 ２９．５７ａＡ　 ３５．２２ａＡ 庄薯３号 ６．６９ｇＧ　 ８．４６ｆＦ
冀张薯５号 ０．４６ｎＭ　 １．０８ｉＩ 大西洋 １．０６ｌＫ　 １．５９ｉＨＩ
冀张薯８号 ９．３６ｅＥ　 １１．０３ｅＥ 晋薯７号 ３．０２ｉＩ　 ３．４５ｇＧ

　注：对不同品种的同一测定指标进行比较，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下同。

２．２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产量表现

通过对不同马铃薯品种产量的统计分析可知，
庄薯３号的产量最高，达到３２　０７１．６０ｋｇ／ｈｍ２，与除

冀张薯８号、陇薯３号、冀张薯５号、克新８号外的

其他品种 有 显 著 差 异；费 乌 瑞 它、大 西 洋、克 新１８

号、宁薯１０号、中薯３号、宁薯８号、中薯５号的产

量低于１５　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其中中薯５号的产量最低，
为５　７２５．０５ｋｇ／ｈｍ２，与 除 费 乌 瑞 它、大 西 洋、克 新

１８号、宁薯１０号、中薯３号、宁 薯８号 外 的 其 他 品

种均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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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产量表现 ｋｇ／ｈｍ２　

品种 产量 品种 产量

宁薯８号 ６　８９２．８５ｅＥＦ 冀张薯１８号 ２１　９５５．４０ｂｃＡＢＣ

宁薯１０号 ９　７８２．７０ｄｅＤＥＦ 虎头 ２１　５１０．７５ｂｃＡＢＣ

宁薯１２号 １９　６２０．９５ｂｃｄＢＣＤ 地希瑞 ２１　５１０．７５ｂｃＡＢＣ

中薯３号 ９　７２６．８５ｄｅＤＥＦ 青薯１６８号 １９　５０９．７５ｂｃｄＢＣＤ

中薯５号 ５　７２５．０５ｅＦ 紫花５８１号 ２１　０１０．４０ｂｃＡＢＣＤ

克新１号 １９　１２０．７０ｂｃｄＢＣＤ 陇薯３号 ２３　４００．６０ａｂｃＡＢＣ

克新８号 ２２　２３３．３５ａｂｃＡＢＣ 费乌瑞它 １４　８１８．５５ｃｄｅＣＤＥＦ

克新１８号 １４　５６７．８５ｃｄｅＣＤＥＦ 庄薯３号 ３２　０７１．６０ａＡ

冀张薯５号 ２２　４００．０５ａｂｃＡＢＣ 大西洋 １４　７２９．６０ｃｄｅＣＤＥＦ

冀张薯８号 ２６　５１３．２５ａｂＡＢ 晋薯７号 １８　００９．００ｂｃｄＢＣＤＥ

２．３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商品薯率

通过对不同马铃薯品种商品薯率的统计分析可

知，冀张薯５号的商品薯率最高，达到８２．１％，与中薯

３号、费乌瑞它、宁薯１０号、虎头有显著差异，与宁薯

８号、中薯５号有极显著差异；宁薯８号和中薯５号的

商品薯率最低，分别为４９．５％、２７．８％，无显著差异；
中薯５号的商品薯率与除冀张薯１８号、中薯３号、费
乌瑞它、宁薯１０号、虎头、宁薯８号外的其他品种存

在极显著差异。

表３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商品薯率 ％　

品种 商品薯率 品种 商品薯率

宁薯８号 ４９．５ｂｃＢＣ 冀张薯１８号 ５５．４ａｂＡＢＣ

宁薯１０号 ５２．７ｄｅＡＢＣ 虎头 ５２．２ｂｃＡＢＣ

宁薯１２号 ６６．９ａｂＡＢ 地希瑞 ６８．３ａｂＡＢ

中薯３号 ５３．４ｂｃＡＢＣ 青薯１６８　 ６６．６ａｂＡＢ

中薯５号 ２７．８ｃＣ 紫花５８１号 ７６．７ａｂＡＢ

克新１号 ６６．２ａｂＡＢ 陇薯３号 ６０．７ａｂＡＢ

克新８号 ６７．５ａｂＡＢ 费乌瑞它 ５２．９ｃｄｅＡＢＣ

克新１８号 ７０．０ａｂＡＢ 庄薯３号 ６７．０ａｂＡＢ

冀张薯５号 ８２．１ａＡ 大西洋 ６７．９ａｂＡＢ

冀张薯８号 ６５．６ａｂＡＢ 晋薯７号 ６５．０ａｂＡＢ

２．４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综合性状排位

２０个马铃薯品种的综合性状排位结果见表４。
从表４可以看出，综合性状表现最好的是冀张薯５
号、宁薯１２号、陇 薯３号、地 希 瑞、虎 头；青 薯１６８
号、冀张薯１８号、克新１８号、宁薯８号、中薯５号等

品种的综合性状较差，其他品种居中。如仅考虑抗

病性，则２０个品种中表现最好的是宁薯１２号、冀张

薯５号、虎头、费乌瑞它、陇薯３号；宁薯８号、冀张

薯１８号、中薯５号、克新１８号的抗病性较差，其他

品种居中。如只考虑产量、商品薯率指标，则冀张薯

５号、庄薯３号、克新８号、紫花５８１号、地希瑞等品

种的表现较好，费乌瑞它、中薯３号、宁薯１０号、宁薯

８号、中薯５号等品种的表现较差，其他品种居中。

表４　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综合性状排位

品种
抗病性

发病初期 发病中期
产量

商品

薯率
合计

综合

排位

宁薯８号 １７　 １７　 １９　 １９　 ７２　 １９
宁薯１０号 ８　 ７　 １７　 １７　 ４９　 １３
宁薯１２号 １　 １　 １０　 ８　 ２０　 ２
中薯３号 ９　 ９　 １８　 １５　 ５１　 １４
中薯５号 １９　 ２０　 ２０　 ２０　 ７９　 ２０
克新１号 １５　 １４　 １２　 １０　 ５１　 １５
克新８号 １１　 １０　 ５　 ６　 ３２　 ６

克新１８号 ２０　 １９　 １６　 ３　 ５８　 １８
冀张薯５号 ２　 ４　 ４　 １　 １１　 １
冀张薯８号 １６　 １５　 ２　 １１　 ４４　 １１

冀张薯１８号 １８　 １６　 ６　 １４　 ５４　 １７
虎头 ４　 ２　 ７　 １８　 ３１　 ５

地希瑞 ７　 ８　 ８　 ４　 ２７　 ４
青薯１６８号 １３　 １８　 １１　 ９　 ５１　 １６
紫花５８１号 １４　 １３　 ９　 ２　 ３８　 １０

陇薯３号 ５　 ５　 ３　 １３　 ２６　 ３
费乌瑞它 ３　 ３　 １４　 １６　 ３６　 ９
庄薯３号 １２　 １２　 １　 ７　 ３２　 ７

大西洋 ６　 ６　 １５　 ５　 ３２　 ８
晋薯７号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２　 ４６　 １２

３　讨论

在宁夏固原地区进行马铃薯品种布局时，一定

要合理选择和搭配对晚疫病抗性强的品种（宁薯１２
号、冀张薯５号、虎头、费乌瑞它、陇薯３号等）和综

合性状 好 的 品 种（冀 张 薯５号、宁 薯１２号、陇 薯３
号、地希瑞、虎头等），这是有效抵抗晚疫病发生和流

行、降低损失的重要手段，对保障马铃薯高产、稳产

及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晚疫病在不同年度间发生的严重程度，会随主

栽品种的种植代数、晚疫病生理小种的变化［６］及气

候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如能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变

化而种植相应的抗性品种，对马铃薯的增产增收将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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