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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徐薯 3号是 2011年采用 20份材料为集团父系，从漯徐薯 8号杂交种中，经实生种籽单系选择获得的优良品系，

原系谱号为 1159-9。果肉白色，果实馨香清甜外形美观，鲜食用品种，蒸烤皆宜，平均产量 25 630.3 kg/hm2，适于北方寒地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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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xushu 3 is a fine line selected from luoxushu 8 hybrid in 2011 by using 20 materials as group paternal
lines, and the original pedigree number is 1159-9. The flesh is white, the fruit is fragrant and sweet, and the appear⁃
ance is beautiful. It is suitable for fresh eating varieties, steaming and baking. The average yield is 25 630.3 kg/ha,
which i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the northern col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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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

改变，饮食习惯也在向“绿色、健康、保健”等方面

发展，甘薯集营养、保健于一体，受到高度关注。

健康时报（2005年 1月 13日）报道，红薯既含丰富

维生素，又是抗癌能手，生、熟甘薯抗癌功能为所

有蔬菜之首。美国公共利益科学中心的营养学

家通过对数十种常见蔬菜研究发现，甘薯含有丰

富的食用纤维、糖、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

重要营养成分，在所分析的蔬菜等食物中名列第

一。随着媒体的宣传和甘薯产业的发展，吉林省

甘薯种植面积逐年攀升 [1]，对专用型高产甘薯品

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经过多年努力 2015年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育成适合吉林

省乃至东北地区种植的甘薯新品种“吉徐薯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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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育经过

吉徐薯 3号是由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组

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选育鉴定

而成。2011年采用 20份材料，在海南进行开放式

集团杂交，从漯徐薯 8号母株上采收的杂交果而

来。母本为漯徐薯 8号，父本为集团父系。从漯

徐薯 8号杂交种中，经实生种籽单系选择获得的

优良品系，原系谱号为 1159-9。
2011年在海南进行集团开放式授粉，在漯徐

薯 8号植株上收获实生种籽，2011 实生苗筛选

（单系栽插，薯形美观，商品性好入选），2012年复

选圃鉴定（鲜薯产量高，薯形美观），2013年鉴定

圃（3次重复，60株/小区，鲜薯产量高，薯形好，出

苗势强），2013年吉林省区域试验鉴定（3次重复，

60株/小区，鲜薯产量较高，食味较好），2014年吉

林省区域试验鉴定（3次重复，60株/小区，鲜薯产

量较高，食味较好），2014年吉林省生产试验（公

主岭、农安，白城 3个点次鲜薯产量较高，有香气，

食味较好）。2015年 2月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为吉徐薯 3号。

20 份父本集团父系分别为：苏州红、苏渝

302、AISO122-2、潮汕白、珠海薯、福薯 24、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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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渝紫 7号、普薯 14、四季红、赣薯 1号、高农选、

黄心香水、济薯 18、紫香 22、苏渝 303、徐薯 28、济
粉 1号、漯徐薯 8号、济 08088。
2 选育结果

2.1 丰产性

2.1.1 品种比较试验

2012～2013年品种比较试验在吉林省农科院

经济植物研究所进行，试验采用 4行区，3次重复，

随机区组设计，每小区种植 80株，小区面积 13
m2，以当地农家品种（吉1114）为对照。试验结转表明

（表1），吉徐薯3号长势好，平均产量25 240.3 kg/hm2，

比对照增产 15.6%。

表1 2012～2013年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时间

2012

2013

品种

吉徐薯 3号
吉 1114（ck）
吉徐薯 3号
吉 1114（ck）

小区产量（kg）
33.55
29.0
32.08
27.7

平均产量（kg/hm2）

25 804.0
22 307.7
24 676.6
21 307.7

比对照增减产（％）

15.68
-

15.58
-

表2 2013～2014年区域试验产量结果

年 份

2013

平 均

2014

平 均

两年平均

试验

地点

公主岭

农 安

双 辽

公主岭

农 安

双 辽

产量（kg/hm2）

23 261.5
27 269.2
25 164.4
25 231.7
27 258.5
26 340.9
24 487.4
26 028.9
25 630.3

对照

品种

吉 1114
（农家品种）

吉 1114
（农家品种）

产量（kg/hm2）

22 404.6
20 192.3
23 173.4
21 923.4
21 046.2
23 835.2
22 534.6
22 472.0
22 197.7

比对照

增减产（%）
3.8
35.0
8.6
15.1
29.5
10.5
8.7
15.8
15.5

表3 2014年生产示范结果

年份

2014

平均

试 验

地 点

公主岭

农安

双辽

产量

24 517.3
29 340.8
25 876.2
26 578.1

比对照

增减产（%）
16.5
15.4
9.8
13.8

对 照

品 种

吉 1114
（农家品种）

产量（kg/hm2)
21 046.2
25 431.1
23 568.0
23 348.4

2.1.2 区域试验

2013～2014年该品种在公主岭、农安、双辽等

地进行区域试验。随机区组，4行区 3次重复，小

区面积 13 m2，行长 5 m,株距 25 cm，垄距 65 cm.均

以当地农家品种（吉 1114）为对照，从各点次表现

看（表 2）各点均较对照增产，2013～2014年在区

域试验中，平均产量 25 630.3 kg/hm2，较对照吉

1114（农家品种）平均增产 15.5%。

2.2 抗病性

2013年 10月经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薯研究所

对吉徐薯 3号（1159-9）进行抗性鉴定，结果如下：

甘薯软腐病：病情指数 33.2，抗病等级：抗。

甘薯黑斑病：抗病指数 71.39，抗病等级：抗。

在吉林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田间无任何病

害发生。
（下转第 54 页）

2.1.3 生产示范

2014年在公主岭、农安、双辽等地进行生产

示范。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26 578.1 kg/hm2，较对照

吉 1114（农家品种）增产 13.8%（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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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品质

2013年 10月经中国农科院甘薯研究所对吉

徐薯 3 号（1159- 9）进行品质分析：淀粉含量

60.47% ；还 原 糖 含 量 0.78% ；可 溶 性 糖 含 量

13.74%；蛋白质含量 8.44%。鲜食用品种，蒸烤均

佳，馨香清甜，食味综合评价 4.3分。

3 品种特征特性

吉徐薯 3号为中熟品种，齿状叶，叶片绿色，

大小中等，茎绿色，叶柄绿色，基部分枝少，蔓长

中等，株型匍匐；薯皮粉红色，薯肉白色，薯形短

粗，薯块整齐，单株结薯 4～5个，结薯部位浅且集

中，适合机械化收获。

4 栽培技术要点

育苗：萌芽性好，育苗时种薯排放要稍稀些。

排种量控制在 23～25 kg/m2，保持苗床较适宜的

温度，及时将足龄 (苗高 22～25 cm)薯苗栽入采苗

圃。

选地与施肥：每公顷施有机肥 45 t；施基肥

（尿素、磷酸二铵、硫酸钾等）600 kg左右，要求土

壤肥力中等，通气性好。

栽植时间与密度：吉林省中部地区5月18日，终霜

期过后即可栽植，其它地区可参照当地气候与栽植习

惯选择最佳栽植期[2]每 667 m2栽插 3 000～3 500株，

坐水沟栽或埯栽。该品种返青快，苗期生长迅

速，成活率高。深受种植者喜爱。

防病注意事项：不宜在根腐病重病地或低洼

地种植，栽插时使用高剪苗，种薯贮藏入窖时进

行高温愈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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