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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薯 218选育与创新利用

余成章,傅文泽,孙汉忠,何文中,黄瑞方, 叶志雄,何梅玉
(福建省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晋江 � 362212 )

� � 摘要: 泉薯 218是福建省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高产抗病品系。持续选用优良低代中间材料作为亲本, 采用多种

有性杂交手段进行复合杂交,利用泉薯 218及其衍生系,创新培育出泉薯 511、泉薯 740、泉薯 745、泉薯 958、泉薯 922、泉薯 267

和泉薯 268等 7个优良中间材料, 选育出泉薯 11、泉薯 23、泉薯 9号和泉薯 10号等 4个新品种, 上述 4品种均已通过福建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至今已在福建省累计示范推广约 7� 0万 hm2。

关键词: 甘薯;泉薯 218;选育; 利用;种质创新

Breeding and Utilization ofQuanshu 218

YU Cheng�zhang, FU Wen�ze, SUN H an�zhong, HE Wen�zhong,
HUANG Ru i�fang, YE Zhi�x iong, HE M ei�yu
(Quanzho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J injiang, 362212 )

� � Abstract: Quanshu 218, a sw eetpotato strain w ith high y ield and d isease resistance, w as bred by Quanzhou In�
st itute o fAgricu ltura l Sc ience. U sing Quanshu 218 and its developed off�springs as parents, 7 m iddle�materials (
Quanshu 511, Quanshu 740, Quanshu 745, Quanshu 958, Quanshu 922, Quanshu 267 andQuanshu 268) w ere inno�
va ted, and 4 varieties ( Quanshu 11, Quanshu 23, QuanshuN o. 9 andQuanshu No. 10) w ere bred and approved by

C ropV ariety Approved Comm ittee of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accumu lated tota l acreage w as about 7�0 � 104 hm2

utill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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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薯具有高产、稳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用途

多等特点,是重要的加工、饲料和粮食作物。我国常

年种植面积约 4. 76 � 106 hm2
, 占世界种植总面积的

52. 4%, 年产量 1. 022 � 10
11
kg, 占世界总产量的

80�9% [ 1 ]
。近年来, 甘薯作为营养全面均衡的保健

副食品倍受欢迎,作为可再生的生物能源作物亦引

人关注。甘薯遗传背景非常复杂,自交不孕、杂交不

亲和, 我国甘薯资源相对匮乏, 新育成的品种大多为

胜利百号或南瑞苕的后代或衍生系, 这些因素均不

利于甘薯遗传改良和新品种选育。优异种质资源的

引进、改良和创新利用是新品种选育的基础,也是丰

富种质资源的重要手段。种质创新的实质是指创造

或培育可供育种直接利用的种质材料的过程
[ 2 ]
,通

常通过有性杂交、诱变
[ 3�4]
、转基因

[ 5]
和体细胞杂

交
[ 6]
等手段进行,而有性杂交仍是目前最主要的途

径之一。泉薯 218是我所选育的丰产抗病品系, 本

文阐述了其选育及以其为基础材料通过有性杂交进

行的改良和创新。

1� 泉薯 218的选育及其主要性状

20世纪 70年代末以后, 甘薯瘟严重威胁福建

省的甘薯生产,选育抗瘟新品种成为最主要课题之

一。 80年代中后期,福建省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加强了抗瘟种质的引进、鉴定与利用,先后引进了荆

选 4号、湘薯 75�55、闽抗 329、闽抗 330等抗瘟品

种,其中荆选 4号是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丰产性较

好。利用荆选 4号为亲本, 选育出了丰产抗病品系

泉薯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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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薯 218是 1991年以荆选 4号为母本,放任授

粉选育而成的。该品系 1992年参加实生苗株系选

择试验, 1993年参加多点选择鉴定, 1994年参加多

点比较试验。其鲜薯产量约 43 t/hm
2
, 比对照种新

种花增产 15%左右; 薯块烘干率约 24% ,出粉率约

14%,均比新种花低 2~ 3个百分点;食味较甜, 质地

偏软,综合评分略低于新种花。该品系株型短蔓半

直立, 蔓粗中等偏细, 成叶浅复缺刻, 顶叶、成叶、叶

柄和茎均为绿色,叶脉紫色, 薯块长纺缍形, 薯皮红

色,薯肉黄色; 单株分枝较多, 达 12~ 15条, 单株结

薯较多,达 4~ 6个。该品系具有丰产、抗病、结薯整

齐集中、薯块外观好、耐贮藏和萌芽性好等优点,但

薯块干物率偏低,参加品比后不再参加更高一级的

试验, 而作为主要亲本利用。

2� 泉薯 218的创新利用

2. 1 种质创新目标及方法措施

 八五!以来,福建省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采

取种质引进鉴定选用、有性杂交和杂种后代选择鉴

定等方法措施 (图 1), 创新培育高淀粉、特高产、优

质食用、优质叶菜用、高色素、无 ��淀粉酶、抗逆等
特异性状的品种或中间材料。

图 1� 有性杂交手段创新培育种质的方法措施

F ig�1� M ethods of germp lasm s innovat io through sexua l

hybridization

在泉薯 218创新利用过程中,首先加强了高干、

高产、抗病等优异品种 (系 ) , 尤其是抗薯瘟材料的

引进与鉴定
[ 7�8]
。其次尝试了杂交方法的改良, 即

持续选用优良低代中间材料 (以无性一、二代为主,

即选种圃和鉴定圃阶段 )为亲本, 通过多种有性杂

交手段 (人工简单杂交、多父本人工辅助授粉、计划

集团杂交和放任授粉 )进行复合杂交, 创新培育优

良品种 (系 )。高产抗病品系泉薯 511, 优质抗病品

系泉薯 740和泉薯 745, 高干抗病品系泉薯 922、泉

薯 267和泉薯 268等均于选种圃或鉴定圃阶段被选

用作亲本 (图 1、图 2), 应用于计划集团杂交、人工

简单杂交和放任授粉等。第三是加强杂种后代的多

点选择和性状早期鉴定。杂种后代选择鉴定试验,

除在本所试验场设早、晚薯 2点次外,在所外设立多

个相对固定、分属不同生态或耕作类型的试点,按实

生苗圃株系选择、选种圃新品系选择、鉴定圃新品系

鉴定和优良品系比较等程序,对杂种后代的品质、丰

产性、适应性及抗病性等性状进行系统的选择鉴定

(图 1)。

2. 2 泉薯 218创新利用成效

利用泉薯 218选育出泉薯 11,利用其衍生系泉

薯 511、泉薯 740、泉薯 745、泉薯 922、泉薯 267和泉

薯 268又选育出泉薯 23、泉薯 9号、泉薯 10号和泉

薯 958(图 2)。

泉薯 23 泉薯 23是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996年以泉薯 511为母本、金山 57为父本杂交选

育而成, 表现高产、稳产、适应性广、食味品质较好、

中高干物率,高抗蔓割病和薯瘟病 I型菌, 薯块贮藏

性和萌芽性好等特性
[ 9 ]
。 2002年 2月通过福建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至今已在福建省累计

推广 3. 89 � 10
4
hm

2
, 该品种的选育与应用曾获得

2005年泉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泉薯 11 泉薯 11是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996年以金山 1255为母本、泉薯 218为父本杂交

选育而成, 表现高产、稳产、适应性广、食味品质较

好、中高干物率,抗蔓割病, 薯块贮藏性和萌芽性好

等特性。该品种叶面积和净光合效率  双高!, 产量

潜力大
[ 10�11 ]

。2003年 2月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至今已在福建省累计推广 2. 45 �

10
4
hm

2
。

泉薯 9号 泉薯 9号是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003年以泉薯 268为母本, 放任授粉选育而成的优

质高淀粉甘薯新品种
[ 12 ]
。2007- 2008年参加福建

省甘薯区试, 2008- 2009年参加国家南方区和长江

流域区甘薯区试, 2009年参加福建省和国家南方区

甘薯生产试验, 2010年参加长江流域区甘薯生产试

验, 2010年初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多年多

点试验结果表明,泉薯 9号丰产性好,尤其是薯干和

淀粉产量表现突出。此外,泉薯 9号具有高干、高淀

粉, 食用品质优,外观品质好,抗蔓割病,专化抗薯瘟

病∀型菌系,中抗黑斑病,抗茎线虫病, 薯块耐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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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泉薯 218的创新利用及成效

F ig. 2� P rocedure and performance of innovation and u tilization of Quanshu 218

能和萌芽性能好等特性。泉薯 9号是该所高淀粉高

产育种、多抗育种及品质育种的一大进展,作为优质

食用型和淀粉加工型品种在我国南方和长江流域薯

区均具有广阔的生产应用前景, 2009年在福建省示

范推广约 3000hm
2
。

泉薯 10号 泉薯 10号是泉州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 2003年以泉薯 267为母本,放任授粉选育而成

的丰产优质红肉甘薯新品种。 2007- 2008年参加

福建省甘薯区试, 2009年参加福建省甘薯生产试

验, 2010年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2007年省

甘薯区试, 平均鲜薯产量 42�25t /hm 2
, 比对照金山

57增产 17�45%, 达极显著水平; 平均薯干产量
9�87t /hm2

,比对照增产 6�62% , 达显著水平; 平均
淀粉产量 5�90 t/hm2

,比对照增产 2�35% ,未达显著
水平。 2008年续试, 平均鲜薯产量 44�07t /hm2

, 比

对照增产 5�98% , 达显著水平; 平均薯干产量
11�11t /hm 2

,比对照减产 1�91%, 未达显著水平;平
均淀粉产量 6�86t /hm2

,比对照减产 4�79%, 未达显
著水平。2009年省生产试验, 3个点平均鲜薯产量

43�40t /hm 2
,比对照金山 57增产 27�62%。省区试

2年平均晒干率 24�41% ,比对照金山 57低 2�13个
百分点;出粉率 14�88% ,比对照低 1�85个百分点;
食味评分 79�5分,与对照相近。福建省农科院中心
试验室测定,鲜薯还原糖、蛋白质和粗纤维含量分别

为 1�9%、1�13%和 0�69%, VC和胡萝卜素含量分
别为 17�45mg /100g和 10�92mg /100g。该品种株型

短蔓半直立, 单株分枝 6 ~ 9条, 成叶浅复缺刻, 顶

叶、成叶、叶柄均为绿色,蔓为绿色带紫,叶脉紫色,

蔓粗中等。单株结薯 3 ~ 5个,薯块长纺缍形, 薯皮

红色,薯肉桔红色。泉薯 10号是该所多抗育种和高

胡萝卜素育种的一大进展,可作为鲜薯食用、闽南薯

干、连城红心薯脯和胡萝卜素加工品种在生产上

应用。

泉薯 958 泉薯 958是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998年以泉薯 740为母本, 集团杂交选育而成。

1999年参加实生苗株系选择鉴定, 株系号为 46�
104,平均单株鲜产 983g, 因高产、薯块形状、品质及

地上部形态等综合表现良好而入选。 2000年参加

多点选择鉴定,品系号为 958, 3个点次均表现比金

山 57增产, 平均鲜薯产量 42�45t /hm 2
, 比对照金山

57增产 16�6%; 食味品质优良; 同时进行抗病鉴定,
表现高抗蔓割病, 抗薯瘟 #型。 2001- 2002年参加

福建省甘薯区试,由于干物率较低,不再进行生产试

验。但由于其良好的丰产性、食用品质、外观品质、

耐贮藏性及萌芽性, 2001年至今在泉州市泉港区仍

有较大的种植面积。

3 结论

泉薯 218是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创新培育

的丰产抗病亲本材料。在泉薯 218创新利用过程

中, 持续选用了优良低代中间材料作为亲本,采用多

种有性杂交手段进行复合杂交,成效显著。利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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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 218及其衍生系,选育出了泉薯 11、泉薯 23、泉薯

9号、泉薯 10号和泉薯 958等品种 (系 ), 其中前 4

个已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至今

已在福建省累计示范推广约 7�0 � 104 hm2
。

种质创新还应注重新种质 (如远缘种质 )的引

入,同时还得发挥生物技术在种质创新上的潜在作

用。但目前生物技术在甘薯种质创新和品种选育上

的应用仍很有限,我省 (国 )新育成的品种绝大数是

通过品种间有性杂交选育而成。此外,有研究表明,

有些品种之间遗传距离较远, 不亚于种间
[ 13]
。因

此,目前有性杂交仍是甘薯种质创新、遗传改良及品

种选育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福建省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是较早开展甘薯

新品种选育研究的单位之一,从 20世纪 50年代中

期开始,开展了品种资源、栽培技术和育种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总结 50多年来的育种经验及泉薯 218

创新利用过程,可看出,直接以甘薯地方品种为亲本

的育种成效不佳,而以创新培育的中间材料为亲本

似乎比老品种更适宜。因为在甘薯育种过程中,通

过多次杂交,可打破性状基因连锁,使优良性状基因

重组, 达到育成优良品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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