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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抗旱高产专用新品种宁薯 18 号的选育
张国辉　王效瑜　郭志乾　余帮强　颉瑞霞　厚　俊　王收良　吴林科　张小川　魏国宁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固原 756000）

摘要：宁薯 18 号是通过常规杂交技术选育而成的淀粉和全粉加工型马铃薯新品种，2019 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记，登记编号为 GPD 马铃薯（2019）640048。该品种属于晚熟品种，出苗整齐，株型直立，开花繁茂，天然果少，结薯集中、大小

整齐，表现较强抗旱性，耐瘠薄、耐贮藏。田间表现为抗晚疫病，并对病毒病具有较好的抗性。适宜在宁夏干旱、半干旱、阴湿

地区海拔 1700~2500m 区域春季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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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宁夏特色优势农作物，全区每年种植面

积稳定在 26.7 万 hm2 以上，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

中部干旱带和宁南山区。由于马铃薯的独特优势，已经

成为当地农民抗旱增收的当家作物，对宁夏贫困地区经

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促进和支撑

作用 [1]。近年来随着我国马铃薯主食化战略的推进及

加工业迅速兴起，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宁夏产区农业产业化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更是迫切

需要加工型马铃薯新品种 [2]。为适应新的生产形势，以

需求为导向，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及时调整马铃薯

育种目标，确定以优质、高产、高效、高端、抗病为目标的

育种思路 [3]，以冀张薯 8 号为母本、宁薯 8 号为父本，通

过常规杂交技术手段，经过多年鉴定选择，成功培育出

马铃薯抗旱高产全粉加工型新品种宁薯 18 号，2019 年

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该品种的推广应用

必将有力推动宁夏马铃薯主食化产业发展。

1　选育过程
宁薯 18 号为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利用常规

杂交技术选育的马铃薯专用新品种，原始编号 GY08-
2-12（图 1）。母本是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2006 年

选育的鲜食菜用型品种冀张薯 8 号，父本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种子公司于 1998 年选育的淀粉

加工型品种宁薯 8 号。2008 年配制常规杂交组合，

2009 年进行实生籽育苗移栽并收获无性一代，2010 年

选种圃进行单株选择收获无性二代，2011-2012 年继

续无性多代筛选，2013-2014 年参加了品系鉴定试验，

2015-2016 年参加了品种比较试验，2017-2018 年参加

了全区区域试验，2018 年参加了生产试验，2019 年开

始示范推广，2019 年 10 月 31 日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

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为 GPD 马铃薯（2019）64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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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冀张薯 8 号 × 宁薯 8 号（配制常规杂交组合，收获实生籽）
      ↓
2009 年  F0~F1 实生苗世代（培育杂种实生苗，选择优选单薯加代播种后收获无性一代）
      ↓
2010 年  F2 无性二代（抗性、产量、品质等评价）
      ↓
2011-2012 年 F3~F4 无性多代筛选（植株、块茎、薯形、熟性、产量等评价）
      ↓
2013-2014 年 品系鉴定试验（产量、块茎品质、抗性等评价）
      ↓
2015-2016 年 品种比较试验（产量、抗逆性、商品属性等综合性状评价）
      ↓
2017-2018 年 全区区域试验（2 年 10 点适应性鉴定）和生产试验（1 年 5 点生产示范）
      ↓
2019 年             新品种登记

图 1　宁薯 18 号（GY08-2-12）选育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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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特性　宁薯 18 号全生育期为 111d，属于

晚熟品种，田间出苗比较整齐，株型表现直立，枝叶

十分繁茂，生长旺盛，茎秆比较粗壮，茎色和叶色均

为深绿色，复叶比较大，平均株高 85cm，表现聚伞

花序，花冠繁茂、白色，天然结实少。植株主茎个数

1~3 个，分枝数 6 个；单个植株结薯数 4~6 个，单个

薯块平均重量为 163.3g，薯块大小比较整齐，结薯表

现集中，平均商品率为 83%，薯块的形状为长圆形，

薯皮和薯肉都为浅黄色，薯皮比较光滑，芽眼深度表

现中等。

2.2　品质　2018 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测试化验：块茎鲜基干物质含量 25.90%、

淀粉含量 19.14%、粗蛋白含量 2.45%、维生素 C 含

量 6.02mg/100g、还原糖含量 0.85%，十分适合马铃

薯淀粉和全粉加工。

2.3　抗性　2018 年经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在自然感病条件下进行鉴定，以青薯 168 为

对照品种。结果表明花叶病毒病（按 4 级标准进

行划分）发病率是 0，病情指数是 0，而对照分别为

12.0%、3.0；马铃薯卷叶病毒病宁薯 18 号和对照均

没有发生；晚疫病（按 9 级标准进行划分）发病级别

是 1（病株率是 7.1%，病情指数是 8.9），而对照发

病级别是 3（病株率是 80.0%，病情指数是 26.7）；
环腐病（按 4 级标准进行划分）发病率是 0，病情指

数是 0，而对照分别是 3.0%、3.0。总体可以看出，

宁薯 18 号在田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抗晚疫病、病毒

病和环腐病，抗旱性较强，耐瘠薄，块茎休眠期较长、

耐贮藏，无二次生长、裂薯和空心等。

3　产量表现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15 年参加品种预备比较试验，

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1582.30kg，较对照品种宁薯 14 号

增产 24.50% ；2016 年参加正式比较试验，平均产量为

1709.00kg，较对照品种宁薯 14 号增产 22.80%。

3.2　区域试验　2017-2018 年参加宁夏回族自治

区马铃薯区域试验，参试的新品种（系）有 4 个，试

验点为 5 个，囊括马铃薯种植区所有生态类型区域，

分别为干旱半干旱条件的西吉县吉强镇万崖村、干

旱条件的海原城关镇段塬村、阴湿半阴湿条件的隆

德沙塘镇和平村和原州张易镇毛庄村、阴湿条件的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隆德观庄科研基地。

2017 年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1930.96kg，较对

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27.68%，居所有参试品种的

第 2 位，5 个试验点全部表现增产；2018 年平均

产量为 2319.50kg，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平均增产

48.00%，居所有参试品种的第 1 位，5 个试验点全

部表现增产。2 年区域试验每 667m2 的平均产量为

2120.23kg，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37.83%，参试

点次全部表现增产，居所有参试品种的第 1 位。

3.3　生产试验　2018 年同步参加了宁夏回族自

治区马铃薯生产试验，参试的新品种（系）有 4 个，

试验点为 5 个，具体地点同区域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2230.26kg，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36.30%，居所有参试品种的第 1 位，5 个试验点全部

表现增产。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时播种　宁薯 18 号适宜在宁夏干旱、半干

旱、阴湿地区海拔 1700~2500m 区域春季推广种植。

在宁南山区适宜播种期为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播

种前 2 周要求种薯及时出窖，在室内以 10cm 厚度

平铺，催芽 12d 左右，催芽温度大约 18℃，芽基催到

0.5~0.7cm 及时转运到室外晾种 5~8d。播种密度

3500~4000 株 /667m2。

4.2　田间管理　施足基肥、适时追肥。播种前每

667m2 田间基施农家肥 3000kg 以上，磷酸二铵 10kg；
在马铃薯现蕾期到开花期，结合田间中耕培土和除

草及时追施磷酸二铵 8~10kg、尿素 6~8kg。在植株高

度为 15~25cm 时，开始第 1 次中耕培土；在现蕾时及

时进行第 2 次培土和起垄，过程中拔除杂草和病株，

视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防虫治病。

4.3　适时收获　一般在马铃薯植株茎叶全部由绿

变黄时，根据气候特点及时收获，为了防止霜冻建议

尽量 10 月上旬完成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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