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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甘薯种质资源的研究进展

黄咏梅，李慧峰，李彦青，滑金锋，廖金秀，银　捷，梁耀文，陈天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南宁 530007）

摘要：截至 2020 年 10 月，广西共收集、保存甘薯种质资源 825 份。按来源分类，包括地方品种 479 份、选育品种 266 份、品

系 69 份、近缘野生种 2 份以及其他资源 9 份；编入广西甘薯种质资源圃 586 份，这些资源从用途上分，有食饲兼用型 238 份、淀

粉型 53 份、食用型 153 份、高胡萝卜素型 15 份、高花青素型 15 份、食用型紫薯 90 份、叶菜型 22 份。对农艺性状、干物率及产量

等方面对 586 份资源进行鉴定评价，对部分资源进行了营养品质鉴定和抗病性鉴定，获得各类优异种质 126 份。建立了“三轨

制”保存方法，完善了甘薯种质资源的保存更新技术。以收集和保存的种质资源为基础，基于数据库管理和配套软件开发，建立

广西甘薯种质资源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资源、数据、信息三共享。应用表型性状和分子标记等技术，综合采用表型数据最佳

构建策略、SSR 分子标记数据最佳构建策略和 SRAP 分子标记数据最佳构建策略，构建了 122 份广西甘薯种质资源核心库，利用

核心种质及其衍生材料作亲本，先后育成优良甘薯品种 33 个，部分品种如桂薯二号、桂粉 2 号、桂紫薇薯 1 号和桂薯 10 号等在

生产上获得广泛的应用。新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极大的促进广西甘薯产业的发展，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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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total of 825 sweet potato germplasm resources are preserved until October of 2020 in Guangxi 
province of China，classified by genetic origin，including 479 landraces，266 cultivars，69 breeding lines，2 wild 
relatives as well as 9 other resources. 586 resources were compiled into the nursery of sweet potato germplasm 
resources in Guangxi，that part of reasoures classified by use，including 238 edible and forage types，53 high 
starch types，153 edible types，15 high beta-carotene types，15 high anthocyanin types，90 edible types purple 
sweetpotato，22 leaf-vegetable types. The results of classification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 selection of parents 
for sweet potato cross breeding，improve the breeding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586 resources were evaluated 
from agronomic characters，dry matter rate and yield，and nutritional qua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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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纤维、

酚酸、类黄酮、大量淀粉和可溶性糖等营养成分和功

能物质［1］，除了可以直接蒸煮、烘烤食用，还可以加

工成薯脯、粉丝等，提取的甘薯淀粉可用于生产乙

醇、食品包装纸（袋）、服装布料、天然无铅布料等，还

可用作医药加工的原材料。紫色甘薯品种含有丰富

的花青素，该物质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突变、

抗肿瘤、保护肝脏、预防心血管疾病、改善记忆力等

多种独特的生理和营养保健功能［2-4］，从中提取的天

然紫色素还可作为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的着色剂。

广西甘薯种植历史悠久，据记载，甘薯早在清代

初期就已传入广西，中期进一步扩大，民国时期才有

较大的发展［5］，至 1958 年达到鼎盛时期，种植面积

为 73.59 万 hm2［6］，曾为解决广西人民温饱问题作

出巨大贡献。尽管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及种植业结

构的调整，甘薯不再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而导致种

植面积逐渐下降，但作为世界公认的营养食品和保

健食品，以及“21 世纪最理想的食物”［7］，甘薯仍是

广西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近 10 年来，种植面积

仍稳定在 20 万 hm2 左右。

广西甘薯地方品种十分丰富，长期原位保存在

边远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已适应不断变化的恶劣气

候，这部分地区农民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继续种植

的“品种”，尤其是维持生计的农民群体，经年累月

地繁育和选择的变异类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

甘薯品种；另外在长期的科研生产过程中，人们陆

续引进国内外优良的甘薯新品系或新审定的品种到

广西种植，这些类型多样的广西地方品种和引进的

国内外优良的新品系或新品种，丰富了广西甘薯种

质资源的种类和遗传基础。因此对广西甘薯种质资

源进行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研究，对未来更深入开

展甘薯种质资源的研究及创新利用以及促进广西甘

薯产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1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入库和编目现状

1.1　种质资源的收集与引进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今，广西先后开展了 
3 次不同规模的甘薯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和 1 次补

征工作。

第 1 次调查与收集在 1955-1958 年进行，后期

由于“文革”的影响、科技人员的变动、保存单位的

变迁等，收集的甘薯种质资源大量遗失。1980 年，

甘薯科研工作由广西农业科学研究所经济作物研

究室移交广西玉米研究所时，甘薯种质资源仅剩 
47 份。

第 2 次调查与收集在 1983-1985 年进行，共收

集到 439 份甘薯种质资源，经过整理归并，淘汰了

83 份，余下 356 份，包括地方品种 347 份和育成品

种 9 份。但甘薯资源的保存主要采用薯块和藤蔓

交替繁殖的方式来保持后代种性，传统的保存方法

（田间种植和薯块贮存）常常受极端天气的影响、病

虫鼠等危害，以及缺少专项经费的资助，甘薯种质资

源的安全保存得不到有效保障。截至 2008 年初，广

西农业科学院保存的国内外甘薯种质资源仅剩 269
份。2008-2010 年，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甘

薯研究团队再次开展补充收集工作，从广西各市、

县、乡（镇）、村、屯等共收集地方品种 145 份，引进

和收集省内外甘薯种质资源 89 份［8］。之后每年都

有甘薯品种资源在补充和更换，资源的收集和保存

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至 2015 年广西共保存国内外

甘薯种质资源 515 份。

第 3 次大规模的甘薯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工

作开始于 2015 年，在农业部（现称农业农村部）项目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5-

resources were identified，obtained 126 excellent germplasm. The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technology of sweet 
potato germplasm resources has been improved. Based on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database management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th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the sharing 
of resources，data and information is realized. U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phenotypic traits and molecular 
labeling，combining the best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the phenotype data，the best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the 
SSR molecular labeling data，and the SRAP molecular labeling data，we established a core germplasm collection 
with 122 accessions. Using core germplasm and its derivative materials as parent，we bred 33 new sweet potato 
varieties，Some varieties such as Gui shu No.2，Gui fen No.2，Gui zi wei shu No.1 and Gui shu No.10 are widely 
used in production. The breeding and popularization of new varietie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weet 
potato industry in Guangxi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economic，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Key words：Guangxi；sweet potato；germplasm resources；identification；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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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和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广西农作物种

质资源收集鉴定与保存”（2017-2020 年）的推动下，

截至 2020 年 10 月，共收集到甘薯种质资源 310 份。

上述种质的收集，进一步丰富了广西甘薯的种

质资源库，为广西甘薯资源的基础研究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也为解决目前甘薯育成品种遗传基础狭窄

问题及突破性新品种的育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1.2　甘薯种质资源的类型

1.2.1 从资源遗传及来源地分类　截至 2020 年 10
月，广西共保存有国内外种质资源 825 份，按遗传

来源分类，分为地方品种、选育品种、品系、近缘野

生种和其他不明类型，其中地方品种 479 份，占比

58.06%；选育品种 266 份，占比 32.24%；品系 69 份，

占比 8.36%；其他如布隆迪红皮薯、千年红等类型不

详的品种，有 9 份，占比 1.09%；近缘野生种 2 份，分

别为野红薯 K123 和冀薯 Y-6，占比 0.24%（图 1）。
分类的结果表明，广西保存的甘薯种质资源具有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为后期甘薯新品种的选育及深入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图 1　广西甘薯种质资源的类型（按遗传来源划分）
Fig.1　Types of sweet potato species resources in Guangxi

（classification by genetic origin）

825 份资源中，中国资源 813 份，国外资源

12 份。其中美国资源 2 份，分别为美国白和波嗄

Beauregard；日本资源 7 份，分别为川山紫、高系 14、
日本紫薯 AYMURASKY、日本黑薯 1、九洲 101、日
本黑薯 2 和胜利百号；布隆迪资源 3 份，分别为布

隆迪红皮黄心薯、布隆迪白皮薯和布隆迪红皮薯。

根据育种杂交理论，杂交亲本的亲缘关系越远，获得

杂种优势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表明，种质的遗传距离

与地理分布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分布距离越

远，则遗传距离越远［9-10］。因此在甘薯育种过程中，

应选择亲缘关系较远或地理分布距离较远的种质作

为亲本材料。本研究的分类结果为甘薯杂交育种提

供了亲本选择的依据。 
1.2.2 从主要用途分类　从用途分类，甘薯可分为

鲜食型（食用型）、淀粉型、高花青素型、食用型紫

薯、食饲兼用型、高胡萝卜素型及叶菜专用型等。在

保存的 825 份资源中，已鉴定了 586 份。其中食

饲兼用型 238 份，占比 40.61%；淀粉型 53 份，占比

9.04%；食用型 153 份，占比 26.11%；高胡萝卜素型

15 份，占比 2.56%；高花青素型 15 份，占比 2.56%；

食用型紫薯 90 份，占比 15.36%；叶菜型 22 份，占比

3.75%（图 2）。通过鉴定分类出具有不同用途的甘

薯种质，便于根据不同的育种目标直接选择对应的

种质作为亲本材料，可提高育种效率。

1.3　编目入库及分发利用情况

目前广西甘薯种质资源总数为 825 份，其中

586 份已编入广西甘薯种质资源圃，另有 239 份尚

未编入广西甘薯种质资源圃。

广西甘薯种质资源面向全国开放使用，先后为

国家种质资源库提供了广西地方种质 103 份，充实

和丰富了国家种质资源库和遗传多样性。同时提供

241 份资源给中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

Edible type purple Leaf-vegetable type 3.75

High starch type 9.04

High beta-carotene type 2.56

High anthocyanin type 2.56

sweetpotato 15.36

Edible type
26.11

Edible and forage
type 40.61

图 2　广西甘薯种质资源的类型（按用途类）
Fig.2　Types of sweet potato species reasources in Guangxi（classification b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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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研究所和广西大学农学院开展了生理生化等基础

研究。此外，提供优质的甘薯资源给广西区内外甘

薯种植户供生产上直接利用，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2　种质资源保存、繁殖与更新

2.1　传统保存技术

甘薯是典型的无性繁殖作物，不像其他作物用

种子来保存那么便捷，只有通过薯块和藤蔓来繁衍

和保持后代的种性。2005 年以前，广西甘薯种质资

源均采用传统的“双轨制”保存技术：每年 1-4 月份

为薯块保存（室内保存），5-7 月份采用室内保存的

薯块进行种苗繁育（田间保存），8-12 月份利用薯块

繁育的种苗进行种薯繁育（田间保存），次年如此类

推。这种传统的保存方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每年

经过田间保存 2 次和室内保存 1 次才能完成 1 个周

年的保存，常常由于在某个保存环节上出现不利因

素的影响，如薯块保存常伴有病害的发生而烂种、田

间种植常受不良天气的影响或鼠害而失收等，造成

资源丢失，安全得不到保障。

2.2　“三轨制”保存技术

为了克服传统保存存在的问题，完善甘薯种质

资源的繁殖更新技术，2005 年以后，开始不断的探

索更安全高效的资源保存方式，经过多年的试验与

实践，探索出以温室大棚保存为主线，辅以薯块保存

和田间种植的“三轨制”保存技术体系。主要技术

措施是以温室大棚保存为主，每年或隔年从温室大

棚保存的资源中选取部分资源进行大田种植留种，

次年进行薯块育苗，用于温室大棚老蔓更新。此法

优点在于即可保持种性及安全性，又可减少田间工

作量，体现出高效、实用、操作简单的优点。

2.3　资源数据的核对及校正

甘薯是无性繁殖作物，为保持种苗健壮，甘薯圃

保存资源需要在一年中进行多次的繁苗和更新［11］。

另外，甘薯是蔓生作物，有的资源蔓长可达 2~4 m
不等，在周而复始的更新保存过程中，长蔓型的种质

很容易串长到别的地方，极易造成混杂，为了尽可能

的保持品种的纯度，每一轮繁殖更新时，都要重新

对资源进行农艺性状的记载和图像采集，鉴定种质

的主要性状，并与前一年的编目数据和图像数据对

比，发现有混杂的地方，立即从另一套保存方式中剪

苗更新替换及校正，因此保持了品种的纯度，也体现

了甘薯种质资源“三轨制”保存繁殖更新技术的优 
越性。

3　甘薯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

3.1　甘薯种质资源农艺性状精准鉴定

按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发布的“甘薯种质

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12］，完成 586 份种质资

源形态特征，包括株型、叶形、顶叶色、叶色、叶脉色、

脉基色、叶柄色、柄基色、茎色、茎粗细、分枝数、薯

形、薯皮色、薯肉色、产量等 15 个性状的鉴定与评

价；完成 231 份主要种质资源薯瘟病、蔓割病和疮

痂病的抗病性鉴定；完成 586 份资源干物率和淀粉

率的测定；完成 481 份资源营养成分的测定，其中

水溶性总糖 86 份、粗蛋白 68 份、粗脂肪 56 份、粗纤

维 58 份、维生素 C 70 份、硒含量 40 份、花青素含量

48 份及 β- 胡萝卜素含量 55 份；获得各类优异种

质 126 份，其中高抗南方薯区三大主要病害 48 份、

高淀粉 10 份、高花青素 16 份、高 β- 胡萝卜素 15
份、富硒 31 份、高可溶性糖 6 份，为新品种培育夯实 
基础。

3.2　建立甘薯种质资源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对收集保存的 825 份种质资源，应用数码相机，

按薯块、薯肉和地上茎叶 3 部分进行拍照，其中 504
份甘薯种质资源的图片编印成 130 页彩色图谱并规

范提供目录，图谱具有直观性和可比性，供科技人员

查询和甄别，对种质资源的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以收集和保存的种质资源为基础，基于数据库

管理和配套软件开发，建立广西甘薯种质资源数据

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由用户管理、数据管理、数据

查询等模块构成［13］，实现对资源数据进行信息化管

理和查询服务，可在局域网内实现用户管理和资源

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数据、信息三共享，并提供了

518 份次种质及数据共享服务。

3.3　广西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分析

李慧峰等［14］基于 17 个表型性状数据，对广西

保存的 476 份国内外不同甘薯种质资源的形态标

记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广西保存的

甘薯种质资源存在较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17 个

形态性状在不同甘薯种质材料间的平均变异系数

为 40.14%，平均多样性指数达到了 0.6012；来源于

广西的甘薯种质资源群体遗传多样性更为丰富，

其平均多样性指数比整个群体平均值高 88.24%；

从中国三大薯区和国外甘薯种质资源群体划分来

看，国外群体的平均变异系数最大，应更好地保护

和加以利用；前 9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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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基于 40 个表型性状数据的聚类分析表明，468
份材料之间的遗传距离在 0.0047~0.3140 之间，

平均遗传距离（Nei′72）为 0.1814；在遗传距离为

0.2043 处可将 468 份材料分成 7 个类群，进一步分

析表明聚类结果与种质资源的地理来源间没有必然

联系。

此外，采用 SSR 分子标记 UPGMA 聚类分析法

对 376 份不同种质资源的遗传关系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种质资源之间的遗传距离在 0.0000~0.7179 之

间，平均遗传距离为 0.5190。在 0.6221 处可将种质

资源分为 3 大类：第 1 大类仅包括 1 份材料；第 2 大

类不同材料间的遗传距离在 0.4786~0.6221 之间；

第 3 大类不同材料间的遗传距离在 0.0000~0.4786
之间，该类群在遗传距离为 0.6062 时，又可分为 2
个亚类。

3.4　广西甘薯核心种质库的建立

应用表型性状和分子标记等技术，综合采用表

型数据最佳构建策略（结合优先取样策略，采用马

式距离，利用离差平方和法多次聚类，最优取样比例

17.31%）、SSR 分子标记数据最佳构建策略（采用位

点优先取样策略，结合 Jaccard 遗传距离进行多次聚

类，最佳取样比例为 14.63%）和 SRAP 分子标记数

据最佳构建策略（选取位点优先取样策略结合 SM
遗传距离多次聚类，最优取样比例为 14.10%），探索

出“表型 + 分子标记双策略”核心种质构建技术体

系，筛选出覆盖原始群体最大遗传多样性的种质资

源 122 份，并建立了广西甘薯核心种质资源库。李

慧峰等［15］基于 SNP 标记分析了核心库不同种质的

遗传背景。

李慧峰等［16］选取 15% 的总体取样比例，采用

2 种分组方法、3 种组内取样量比例和 2 种组内个

体选择方法，分析了 476 份广西甘薯种质资源的 18
个农艺性状数据，构建出 13 个甘薯初级核心种质

样本。为确定这些样本的代表性，分别与总体进行

了 5 个指标的比较，包括表型保留比例、表型频率

方差、遗传多样性指数、变异系数、极差符合率。结

果表明，按资源类型分组优于按来源地分组；组内

取样量以对数法代表性最好，简单比例法的代表性

其次，平方根法最差；在个体选择中，最小距离逐

步取样法优于随机法。因此，按资源类型分组，再

按对数比例法确定组内取样量，通过最小距离逐步

取样法选择个体是甘薯核心种质构建的最佳取样 
策略。

4　种质创新与利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利用从资源圃中挖

掘出的优异种质做亲本，先后育成桂薯 1 号、桂薯 
二号、桂薯 96-8、桂紫薯 1 号、桂粉一号、桂粉 2 号、

东皇薯 1 号、桂粉 3 号和桂紫薇薯 1 号及桂薯 10 号

等 33 个优良品种（表 1）。
其中，“甘薯品种桂薯二号的选育”1998 年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广西甘薯良

种选育与示范开发”2007 年获广西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该成果将前期育成的优良品种桂薯 96-8、
富硒 11 选、桂粉一号、桂薯 66、桂薯 140、桂薯 89、
桂薯 69、桂薯 96-18 和桂薯 90-24-2 进行示范推广，

种植面积达到 1.45×106 hm2，新增产值达 42.51711 
亿元。

桂粉 2 号［17］2009 年通过广西审定，2011 年通

过国家鉴定，截至 2014 年，该品种已在区内外累计

应用 11.76 万 hm2，新增鲜薯总产量达 29219.18 万

kg，新增效益 58664 万元。

桂粉 3 号于 2009 年通过广西审定，2012 年通

过国家鉴定，该品种在淀粉产量、抗病性两方面取

得突破，淀粉产量位居同类产品第 2 位，中抗薯瘟

病、蔓割病等南方薯区两大主要病害，淀粉率高达

24.7%［18］。

食用型品种桂紫薇薯 1 号 2014 年通过广西审

定，2016 年通过国家鉴定，在品质、抗病性两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试验期间，品质位居同类产品第 1 位，

高抗疮痂病和中抗Ⅰ型薯瘟病等南方薯区两大主要

病害［19］；该品种 2020 年被评为国家联合攻关第二

届“食味十佳”甘薯品种。

食用型品种桂薯 10 号 2016 年通过广西审定，

在 2019 年第九届“光友杯”全国甘薯擂台赛鲜食组

中获一等奖；在 2020 年“泗水杯”全国甘薯优良品

种大奖赛食用组中获三等奖。

上述品种的培育及推广应用，在甘薯生产中发

挥了较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

5　讨论与建议

5.1　继续开展甘薯种质资源的引进收集

甘薯种质资源是甘薯育种的基础，掌握种质资

源越丰富，对育种越有利。目前广西保存的 825 份

甘薯种质资源，中国品种 813 份，占比 98.55%，国外

品种 12 份，占比 1.45%，近缘野生资源 2 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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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利用优质的甘薯种质及其衍生材料作亲本育成的甘薯新品种
Table 1　Using high quality sweet potato germplasm and its derived materials as parents

序号

Order number
品种名称

Name
亲本来源

Parental source
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umber

审定、鉴定或登记时间
Time of validation，appraisal  

or registration

1 桂薯 1 号 华北 48× 韭菜薯 桂审证字 060 号 1988 年广西审定

2 桂薯二号 （桂薯 74-362× 野红薯 K123）× 无忧饥 桂审证字 110 号 1994 年广西审定

3 桂薯 96-8 青头不论春 × 桂薯二号、丰薯二号等
8 个品种集团杂交

国鉴甘薯 2005004 2005 年国家鉴定

4 桂粉 2 号 富硒 11 选 × 桂薯二号等 8 个品种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09001 号
国品鉴甘薯 2011010

2009 年广西审定
2011 年国家鉴定

5 桂粉 3 号 广薯 87× 金山 57 桂审薯 2009002 号
国品鉴甘薯 2012006

2009 年广西审定
2012 年国家鉴定

6 桂薯 3 号 广薯 104× 金山 57 桂审薯 2009003 号 2009 年广西审定

7 桂紫薯 1 号 （徐薯 55-2×AYMURASKY）后代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0002 号 2010 年广西审定

8 桂紫薯 2 号 （徐薯 55-2×AYMURASKY）后代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0003 号 2010 年广西审定

9 桂薯 5 号 广薯 155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0004 号 2010 年广西审定

10 桂薯 6 号 徐 55-2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1001 号 2011 年广西审定

11 桂紫薯 3 号 桂 107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1002 号 2011 年广西审定

12 桂薯 8 号 广薯 104× 姑娘薯 桂审薯 2011003 号 2011 年广西审定

13 桂薯 07-98 广薯 104× 姑娘薯 桂审薯 2012001 号 2012 年广西审定

14 桂 02-119 AB940781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2002 号 2012 年广西审定

15 桂 04-120 金山 57×（11 选自然杂交后代） 桂审薯 2013004 号 2013 年广西审定

16 桂 08-166 金山 679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3005 号 2013 年广西审定

17 桂紫薇薯 1 号 糊薯 1 号 × 广薯 104 桂审薯 2014005 号 
国品鉴甘薯 2016027

2014 年广西审定
2016 年国家鉴定

18 桂薯 9 号 金山 679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5007 号 2015 年广西审定

19 桂 011-827 广薯 87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5008 号 2015 年广西审定

20 东皇薯 1 号 地方品种“外婆藤”变异株 桂审薯 2015009 号 2015 年广西审定

21 桂薯 10 号 徐薯 23 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6026 号 2016 年广西审定

22 桂薯 11 号 栗子香 × 桂紫薯 3 号 桂审薯 2016027 号 2016 年广西审定

23 桂薯 011-184 栗子香 × 桂紫薯 3 号 桂审薯 2016029 号 2016 年广西审定

24 桂薯 07-141 广紫薯 1 号自然杂交 桂审薯 2016028 号 2016 年广西审定

25 仫佬红 徐薯 27× 豫薯王、信引等集团杂交 桂审薯 2016030 号 2016 年广西审定

26 富硒 11 选 广薯 85-111 变异株 桂登薯 2007001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27 桂粉一号 徐薯 55-2×AB940781、鄂薯二号、皖薯一号
等 9 个品种集团杂交

桂登薯 2007002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28 桂薯 66 广薯 104× 济薯 18 号 桂登薯 2007004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29 桂薯 140 南薯 88× 广薯 88-70 桂登薯 2007005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30 桂薯 89 富硒 11 选 × 丰薯二号、日本黑薯等
10 个品种集团杂交

桂登薯 2007007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31 桂薯 69 广薯 85-111 变异株 桂登薯 2007008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32 桂薯 96-18 湛薯 64-285× 桂薯二号等 5 个品种集团杂交 桂登薯 2007009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33 桂薯 90-24-2 配 26× 桂薯 1 号等 6 个品种集团杂交 桂登薯 2007010 号 2007 年广西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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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可见国外资源和野生或近缘野生资源严重

短缺，应加大对国外优质种质资源的收集力度，同时

收集近些年全国各地新审定、鉴定或登记的知名度

较大的甘薯品种，以丰富本区甘薯种质资源类型，为

优良种质的选育提供素材。

5.2　继续完善甘薯种质资源的综合鉴定与评价

甘薯育种的进展和突破，与对种质资源的发现、

挖掘和正确利用关系密切。据报道，目前我国甘薯

选育品种中近 94% 的品种具有南瑞苕和胜利百号

的血缘，品种间遗传距离狭窄，滞缓了突破性新品

种的选育［20］，因此在开展甘薯新品种杂交选育工作

中，应选用亲缘关系较远的品种作为亲本。但甘薯

种质资源遗传背景复杂，传统的分析方法，很难将数

量庞大的甘薯品种资源的亲缘关系进行相对精确的

分类，给甘薯亲缘关系的鉴定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

采用分子标记技术可以对品种资源的亲缘关系进

行准确的鉴定分析，并进一步为甘薯育种提供理论

依据［21］，以分子标记为基础的 DNA 指纹鉴定技术

具有准确、简单快速、易于自动化的优点，通过构建

DNA 指纹图谱进行品种快速鉴定是品种鉴定技术

的发展趋势［22］。例如黄洁等［23］采用 ISSR 分子标

记，分析了 21 份紫肉、28 份红黄肉甘薯种质遗传多

样性，结果表现出丰富的多态性。聚类分析和主成

分分析将 49 份甘薯种质聚为 4 大类，类型间遗传差

异较大，将红黄薯单独聚为 1 类，说明紫薯和红黄薯

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来源和系统演化关系。罗忠霞

等［22］的研究也表明，EST-SSR 标记能正确反映出

不同资源间的亲缘关系。

截至目前，本研究完成了 586 份资源的农艺性

状的鉴定评价，完成率仅为 71.03%，下一步还要继

续补充完善资源的农艺性状的鉴定评价工作，同时

从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方面开展种质资源的深度鉴

定，应用分子标记技术对甘薯种质进行遗传多样性

分析，揭示其遗传多样性的形成背景，为后续的品种

选育提供数据依据。

5.3　以市场为导向强化优异种质的发掘和利用

甘薯的营养成分主要有淀粉、可溶性糖、胡萝卜

素、黄酮、花青素、粗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中微量

元素等，还包括人体必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 
等［24-25］，其营养品质主要取决于各种营养成分的含

量和质量［26］，不同的甘薯品种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不

同［27-28］，相同品种不同的生育期气候环境，其营养

成分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29-30］，因此，在对种质资

源进行鉴定时，应采取多年多点鉴定的方式，才能筛

选出适应不同生态区域，符合当前育种目标和强杂

交优势的种质。

利用作物合理富硒是当下研究的热点，广西是

全国圈定的特大面积连片富硒土壤区域［31］，这使广

西开展富硒农产品的生产和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甘薯对硒元素具有富集作用，不同的甘薯品种，

富硒的能力有差异［32］，因此，在后期的种质资源鉴

定中，加强对甘薯种质资源富硒能力的筛选和鉴定，

以期挖掘出富硒能力强的种质资源，供生产直接利

用，也可为富硒甘薯新品种选育以及植物富硒机理

的研究及其他基础研究提供典型材料。

5.4　建议政府对广西甘薯种质资源的维护给予长

期性的资金支持

广西甘薯地方品种十分丰富，长期原位保存在

边远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已适应不断变化的恶劣气

候，这部分地区农民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持续种植

的“品种”，尤其是维持生计的农民群体，经年累月

地繁育和选择的变异类型，丰富了现代育种的种质

资源和遗传基础，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正视。

甘薯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是一项长期性和繁

杂性的工作，它不像其他作物可以用种子来保存那

么便捷，只有通过薯块及藤蔓来繁衍和保持后代的

种性，虽然项目组已探索出以温室大棚保存为主线，

辅以薯块保存和田间种植的“三轨制”保存技术体

系，减少了工作量和资金的投入，但种质资源的保存

和维护仍需大量的工作和资金的支持。为此，建议

政府给予长期性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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