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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型甘薯新品种宜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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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宜薯 2 号是以 YS-05-11 为母本，通过集团放任授粉选育出的鲜食型甘薯新品种，于 2024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GPD 甘薯（2024）510010。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蔓长中等，单株结薯数 4~6 个；薯块短纺锤形，

大中薯率 89.95% 左右，薯皮紫红色、薯肉中等橙红色，平均干物率 21.70%，淀粉率 14.80%，还原糖含量 6.32%；中抗根腐病、黑

斑病、茎线虫病，高感 I 型薯瘟病，每 667m2 鲜薯产量在 2400kg 左右，适宜在四川省西南地区春夏季节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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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作为中国甘薯的主要生产省份，其种植

面积常年保持在 47 万 hm2 以上，年产量超过 1000
万 t。川南地区是四川省内甘薯的重要产区，产出的

甘薯主要用于加工和制作饲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消费者对于鲜食型甘薯的偏好日益增强，特别是

红皮红肉、口感甜糯的品种，市场需求正逐年增长。

因此，急需培育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品质鲜食型甘

薯品种 [1]。2012 年宜宾市农业科学院以 YS-05-

11、普薯 6 号、普薯 24 号、普薯 26 号、普薯 32 号、徐

薯 18、商薯 19 等品种作为亲本进行品种选育，筛选

出适销对路的优质鲜食型甘薯新品种宜薯 2 号。

2011 年在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创制材料 YS-

05-11；2012-2013 年进行扩繁种植；2014 年收获实

生种子；2015 年进行实生种培植和实生苗移栽，并

挑选出表现优秀的单株；2016 年进行复选鉴定，筛

选出优良株系，编号为 11-14-2；2017-2019 年进行

扩繁、品种比较试验；2020-2021 年连续 2 年参加宜

宾市甘薯新品种（系）区域试验；2024 年 4 月获得由

农业农村部颁发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登

记编号：GPD 甘薯（2024）510010。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农艺性状　宜薯 2 号为中熟鲜食型甘薯，株

型匍匐，蔓长中等，萌芽性好；成熟叶五裂片、缺刻

中等深度，薯蔓、叶柄、顶叶、叶脉绿色，叶柄基部紫

色，叶片深绿色、大小中等；一次分枝数 4~6 个，单

株结薯数 4~6 个，大中薯率 89.95%，薯块短纺锤形，

皮色紫红，薯肉红色，熟食品质优。

1.2　品质　2021 年委托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和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对宜薯 2 号品质指标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宜薯

2 号的干物质含量为 21.70%，淀粉率为 14.80%，可

溶性总糖含量为 14.39%，粗蛋白含量为 11.6%，还

原糖含量为 6.32%，维生素 C 含量为 125mg/kg（鲜

样质量）。

1.3　抗病性　2021 年经宜宾市农业科学院鉴定，

基金项目： “十四五”四川省薯类育种攻关项目（2021YFYZ0019）；宜
宾市农业领域科技项目（2022NY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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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薯 2 号对黑斑病、根腐病、茎线虫病表现出中等抗

性，高感Ⅰ型薯瘟病，感蔓割病、Ⅱ型薯瘟病。

2　产量表现
2.1　品种比较试验　2018-2019 年连续 2 年在四

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开展品种比较试验，随机

区组设计，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1m2，栽插密度为

4000 株 /667m2，4 月 15 日栽插，10 月 13 日收获。

试验结果表明，宜薯 2 号每 667m2 鲜薯平均产量为

2498.24kg，比对照品种南薯 88 增产 8.58%。

2.2　区域试验　2020-2021 年参加宜宾市甘薯新品

种（系）区域试验，设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菜花村、

自贡市贡井区五宝镇凤翔村、宜宾市高县复兴镇治

安村、宜宾市珙县洛亥镇风洞村、宜宾市筠连县高坪

乡槐树村等 5 个试验点。采用随机区组排列，3 次

重复，小区面积 120m2，栽插密度 4000 株 /667m2，各

试点移栽时间为4月下旬，收获时间为10月中下旬。

2020 年宜薯 2 号在各试验点每 667m2 鲜薯平均产

量达到 2329.84kg，比对照品种南薯 88 增产 8.02%；

2021 年鲜薯平均产量为 2566.64kg，相较于对照品

种南薯 88，增产幅度提升至 9.52%。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苗床准备　选择地下水位低、排水便利、避风

向阳且在过去 3~5 年内未种植过薯类作物的疏松土

壤地块作为苗床。在育苗前对土壤进行耕翻、耙平

和整细处理。苗床宽 1.3m。

3.2　培育薯苗

3.2.1　种薯选择　在精选良种的基础上，挑选薯形

规整、重量在 150~250g 之间的健康种薯。并使用

70% 甲基托布津 700 倍液或 25% 多菌灵粉剂 500
倍液等消毒药剂浸种 10min 左右进行消毒处理。

3.2.2　排种方式　通常于 3 月上旬，土温在 14℃以

上时进行排种。排种时将种薯倾斜 45°，各薯块间

隔 10cm。排种过程中要确保种薯的头部朝上放置。

排种完成后覆盖土壤，以确保种薯不外露，并使用地

膜低拱覆盖保温。

3.2.3　苗床管理　坚持“前期高温促进发芽、中期

适宜温度促进幼苗生长、后期低温锻炼幼苗”的温

度管理原则，主要通过覆盖和揭除低拱膜来调节和

控制温度。在齐苗前重点促进发芽，一旦温度超过

30℃，应立即揭膜以降低温度。当幼苗长至 6~7 片

叶时，应以炼苗为主，在气温不低于 20℃的情况下，

揭膜炼苗。经 3~5d炼苗后，即可剪取幼苗进行栽插。

苗床应保持土壤湿润，每次采苗后追施尿素以提高

幼苗产量 [2]。

3.3　大田栽培

3.3.1　深耕整地　深耕加厚活土层，以改善土壤的

通气性，增强其蓄水能力，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 [3]。

3.3.2　垄作播种　采用 70cm 的分厢起垄技术，确

保垄高达到 40cm，并使垄面呈微拱状。在每条垄上

单行播种，株距保持在 20cm 左右，保证每 667m2 约

有 4000 株。在起垄过程中务必保持水平方向，以有

效防止水土流失。

3.3.3　施肥　甘薯是一种对钾元素需求较高的作

物，其对氮、磷、钾的吸收比例为 2∶1∶3。在施肥时

遵循“以底肥为主、重点施用钾肥”的科学原则。建

议在起垄时每 667m2 施用复合肥料（氮∶磷∶钾 = 
10∶5∶15）35~40kg 作底肥 [4]。

3.3.4　田间管理　适时早插有助于提高产量。在剪

苗时，应在距离地面 2~3 个节的位置进行平剪，并且

要随剪随插。建议采用斜插法，确保薯苗有 5~7 个

节，其中入土 2~3 个节，露出地面 2~4 个节。插植

后 3~7d 内，应及时检查并补种缺失的薯苗，并加强

管理，以确保赶上前苗。通常需要进行 2~3 次中耕

除草。注意不要翻动或提起蔓藤。甘薯主要病害包

括黑斑病、根腐病和薯瘟病，一旦在田间发现病株，

应立即拔除，并用敌克松 1000 倍液淋至根部进行防

治；主要害虫包括蛴螬、卷叶虫和斜纹夜蛾等，可以

使用 2.5% 的敌杀死 500 倍液进行防治。

3.4　收获　一般在平均气温降至 15℃左右时开始

收获，最好在初霜来临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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