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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位于甘肃省西部， 河西走廊东端， 是
典型的旱作农业区。 海拔 2�307�cm， ≥10�℃的积
温 1�786�℃， 年平均气温 5.4�℃， 年降水量 250～
300�mm， 无霜期 120�d［1�］。 马铃薯是古浪县山区主
栽的优势作物［2�］。 由于品种自身特性、 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的影响， 不同品种在不同种植区域，
其长势、 物候期及产量结果不同［3～4�］。 为筛选适宜
古浪县南部山区种植的优质马铃薯品种， 我们于
2010 年对 7 个马铃薯品种进行了比较试验， 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参试马铃薯品种分别为陇薯 6 号、 陇薯 7 号、
青薯 9 号、 克星 6 号、 大西洋、 新大坪、 陇薯 3
号（CK）， 均由古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供。
1.2 方法

试验在古浪县黄羊川镇尚家沟村进行， 当地
海拔 2�489�m， 年降水量 260�mm 左右， ≥10�℃的
积温 1�780�℃， 无霜期 115�d 左右。 试验地土层
深厚， 质地疏松， 肥力中等， 土壤类型为栗钙

土［5�］。 前茬作物为马铃薯。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每品种为 1 小区，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16�m2。 采用全膜垄作栽培方
式， 3 月 20 日起垄覆膜， 垄高 13�cm， 垄底宽 60�
cm， 沟宽 40�cm， 地膜厚度 0.008�mm、 幅宽 120�
cm。 起垄覆膜前结合整地基施尿素 300�kg/hm2、 普
通过磷酸钙 750�kg/hm2、 硫酸钾 75�kg/hm2。 4 月 27
日垄侧穴播马铃薯， 保苗密度 45�000 株 /hm2， 田
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 生长期观察记载物候期
及主要性状， 9 月 29 日收获时每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进行考种， 按小区单收计产。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参试马铃薯品种在无霜期
较短的古浪县南部山区， 霜冻前均能正常成熟。
生育期为 135～155�d， 除陇薯 7 号与对照品种陇
薯 3 号相同， 均为 155�d， 其余品种均较对照生育
期短， 其中以大西洋和克星 6 号生育期最短， 为
135�d， 较对照早 20�d 成熟， 新大坪、 青薯 9 号、
陇薯 6 号分别较对照早 14、 9、 2�d 成熟。

摘要： 在古浪县高海拔南部山区旱地全膜垄作栽培条件下， 对7个马铃薯品种进行品比试验， 结果表明， 7
个参试马铃薯品种在霜冻前均能正常成熟， 以陇薯6号综合性状表现较好， 产量最高， 折合产量为16 125.0 kg/
hm2， 较对照品种陇薯3号增产1 687.5 kg/hm2， 增产率为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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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 株高陇薯 6 号最高， 为 63�

cm， 较对照品种陇薯 3 号高 8�cm， 其余品种均低
于对照， 以青薯 9 号和大西洋最低， 仅为 20�cm，
较对照低 35�cm。 主茎陇薯 6 号最粗， 直径为 15�
mm， 较对照粗 3�mm， 其余品种均小于对照， 以
青薯 9 号和大西洋最细， 仅为 7�mm， 较对照细 5�
mm。 花冠颜色新大坪、 克星 6 号与对照相同， 均
为白色， 其余品种花冠颜色各不相同， 其中陇薯 7
号黄色、 陇薯 6 号乳白色、 青薯 9 号浅绿色、 大
西洋淡紫色。 薯型大西洋、 新大坪为圆型， 陇薯 6
号为扁圆型， 其余品种均为椭圆型。 单株块茎数
以陇薯 6 号最多， 为 6.9 个， 较对照多 0.3 个； 其

余品种均少于对照， 以新大坪最少， 为 4.2 个， 较
对照少 2.4 个。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陇薯 6 号产量最高， 折合
产量为 16�125.0�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薯 3 号增产
1�687.5�kg/hm2， 增产率为 11.7%； 其余品种产量均
低于对照， 以新大坪产量最低， 折合产量为 9�625.0�
kg/hm2， 较对照减产 4�812.5�kg/hm2。 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 品种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F=373.16＞
F0.01=4.82）， 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 各品种间产量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3���小结

在古浪县高海拔南部山区旱地全膜垄作栽培
条件下， 7 个参试马铃薯品种在霜冻前均能正常成
熟， 其中陇薯 6 号出苗整齐， 田间长势较强， 经
济性好， 产量最高， 折合产量为 16�125.0�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薯 3 号增产 1�687.5�kg/hm2， 增产率
为 11.7%， 建议重点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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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物候期（日/月） 全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开花期 成熟期
陇薯3号（CK） 27/4� 28/5 27/7 29/9 155

陇薯7号 27/4 28/5 27/7 29/9 155
陇薯6号 27/4 28/5 25/7 27/9 153
青薯9号 27/4 28/5 20/7 20/9 146
新大坪 27/4 28/5 15/7 15/9 141
克星6号 27/4 28/5 10/7 9/9 135
大西洋 27/4 28/5 10/7 9/9 135

品种 小区平均产量
（kg/16�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陇薯3号（CK） 23.1 14�437.5�b�B 2
陇薯7号 18.9 11�812.5�e�E -2�625.0 -18.2 5
陇薯6号 25.8 16�125.0�a�A 1�687.5 11.7 1
青薯9号 22.0 13�750.0�c�C -687.5 -4.8 3
新大坪 15.4 9�625.0�g�G -4�812.5 -33.3 7
克星6号 18.1 11�312.5�f��F -3�125.0 -21.6 6
大西洋 20.4 12�750.0�d�D -1687.5 -11.7 4

表 1 参试马铃薯品种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品种 株 高
（cm）

主茎直径
（mm） 花冠颜色 薯型 单株块茎数

（个）
陇薯3号（CK） 55 12 白色 椭圆 6.6

陇薯7号 50 11 黄色 椭圆 5.5
陇薯6号 63 15 乳白 扁圆 6.9
青薯9号 20 7 浅绿 椭圆 6.2
新大坪 45 10 白色 圆 4.2
克星6号 25 9 白色 椭圆 5.1
大西洋 20 7 淡紫色 圆 5.8

表 2 参试马铃薯品种的主要性状表现

表 3 参试马铃薯品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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