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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定西旱山区进行的马铃薯新品种引种试验结果表明，青薯9号、陇薯6号均为中晚熟，田间长势良
好。青薯9号单株结薯7.5个，单株产量0.62 kg，折合产量32 000 kg/hm2，较对照品种陇薯3号增产21.5%；陇薯6
号单株结薯7.0个，单株产量0.58 kg，折合产量28 433 kg/hm2，较对照增产8.0%。2个品种适宜定西干旱、半干旱
山区大面积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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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定西的优势主导产业，常年播种面

积稳定在 7万 hm2 左右，主要分布在旱山区。近

年来，旱山区大面积种植的马铃薯品种混杂、退

化严重，抗旱、抗病、高产、优质品种缺乏，成

为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

2014年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化系联合定西市

农业科学院在安定区选择旱山区有代表性的试验

基地，以陇薯 3 号为对照，对引进的8个品种

（系），进行了适应性鉴定试验，旨在选择适合干

旱、半干旱生态条件下种植的优良品种，为品种

更新换代，大面积示范推广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马铃薯品种分别为：青薯 9号（青海省农

业科学院）、陇薯 6号（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陇薯

10号（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克新21（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紫云1号（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冀张薯 8

号（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LBr-20（国际马铃薯

中心）、W15（国际马铃薯中心），以陇薯 3号（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为对照。

实施投入保护、开发利用，使甘肃省的这一宝贵

资源摆脱窘境。二是加强研究深度。“和尚头”小麦

是全省干旱地区特定土壤、特定气候环境、特有

的砂田中生长的一种特有小麦品种，挖掘和利用

“和尚头”小麦为选育旱地小麦新品种具有重要意

义，可为甘肃乃至全国优质小麦抗旱耐深播育种

提供理论依据。三是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和尚头”

小麦面粉品质好，面条筋道适口，是地地道道，

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是制作拉条子、馍头

的最佳原料，市场需求量大，前景广阔。加大“和

尚头”小麦面粉的开发力度，提高商品知名度，可

调动农户种植“和尚头”小麦的积极性，对“和尚

头”小麦的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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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石家岔村山旱

地。海拔 2 120 m，年平均降水量 380 mm，平均

气温 6.8 ℃，无霜期 135 d。土壤类型为黄绵土，

前茬小麦，肥力中等，根据测试，土壤含有机质

1.08 g/kg、速效氮 60 mg/kg、速效磷 12.8 mg/kg、

速效钾 153 mg/kg，pH 8.1。秋施农家肥 15 t/hm2、

磷酸二铵 600 kg/hm2。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9个处理，3次重复，

小区面积 30 m2，株距 35 cm，行距 60 cm，密度

48 000株 /hm2。采用机械旋耕施肥，机械起垄覆

膜，人工播种。大垄双行种植，垄宽 120 cm，垄高

30 cm。田间机械中耕除草 2次，机械中耕培土 1

次，喷药防治晚疫病 3次。田间观察记载主要物候

期，收获时取样带回室内考种，小区单收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田间记载结果（表1）表明，紫云 1号、青薯 9

号、W15出苗较对照早 2～5 d，LBr-20、冀张薯

8号、陇薯 10号、克新 21出苗较对照迟 4～6 d，

陇薯 6号出苗期与对照一致，均为 5月 28日。各

品种生育期在 118～126 d，均属中晚熟品种，其

中青薯 9号与对照生育期相同，均为 120 d，紫云

1号、W15比对照早熟 1～2 d，其余品种（系）比

对照晚熟 1～6 d。

2.2 主要性状

从表 2看出，青薯 9号单株结薯最多，为 7.5

个，单株产量最高，为 0.62 kg；其次是陇薯 6号，

单株结薯 7.0个，单株产量 0.58 kg，个体优势较

强。W15的单株结薯数和单株产量均为最低。

2.3 产量

从表 3可以看出，青薯 9号产量最高，折合

产量 32 000 kg/hm2，较对照品种增产 21.5%；陇薯

6号居第 2位，折合产量 28 433 kg/hm2，较对照增

产 8.0%；陇薯 10 号位居第 3，折合产量 27 367

kg/hm2，较对照增产 3.9%；紫云 1 号折合产量

27 100 kg/hm2，较对照增产 2.9%；其余品种（系）较

对照减产 6.3%～8.7%。经差异显著性分析，青薯

9号与其余品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陇薯 6号与陇

薯 10号、紫云 1号差异不显著，与陇薯3号（CK）

差异显著，与其余品种（系）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陇薯 10号、紫云 1号之间差异不显著，与陇薯3

号（CK）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品种（系）差异显著；陇

薯3号（CK）与冀张薯 8号、克新 21、LBr-20、W15

之间差异不显著；冀张薯 8号、克新 21、LBr-20、

W15之间差异不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定西山旱地条件下，青薯

9号、陇薯 6号属中晚熟品种，田间长势良好。青

薯 9号单株结薯 7.5个，单株产量 0.62 kg，折合

产量 32 000 kg/hm2，较对照品种陇薯 3 号增产

21.5%；陇薯 6号单株结薯 7.0个，单株产量 0.58

kg，折合产量 28 433 kg/hm2，较对照增产 8.0%。2

表 1 参试品种（系）的生育期

品种（系）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开花期 收获期

青薯9号 25/4 25/5 1/7 22/9 120

陇薯6号 25/4 28/5 3/7 28/9 122

陇薯10号 25/4 1/6 28/6 4/10 125

克新21 25/4 3/6 29/6 5/10 124

紫云1号 25/4 23/5 26/6 18/9 118

冀张薯8号 25/4 2/6 2/7 6/10 126

LBr-20 25/4 1/6 5/7 1/10 121

W15 25/4 26/5 28/6 22/9 119

陇薯3号（CK） 25/4 28/5 2/7 25/9 120

品种（系） 株高
（cm）

单株结薯
（个）

单株产量
（kg） 薯形

青薯9号 65.3 7.5 0.62 长椭圆
陇薯6号 68.2 7.0 0.58 椭圆
陇薯10号 70.1 6.8 0.55 椭圆
克新21 71.5 5.4 0.42 椭圆
紫云1号 69.4 6.2 0.56 椭圆
冀张薯8号 70.0 6.0 0.49 椭圆

LBr-20 72.3 5.1 0.43 扁椭圆
W15 71.5 4.8 0.41 椭圆

陇薯3号（CK） 70.2 6.1 0.57 椭圆

品种（系） 小区产量
（kg/30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

青薯9号 96.0 32 000 a A 21.5
陇薯6号 85.3 28 433 b B 8.0
陇薯10号 82.1 27 367 bc BC 3.9
紫云1号 81.3 27 100 bc BC 2.9

陇薯3号（CK） 79.0 26 333 cd BC
冀张薯8号 74.0 24 667 d C -6.3
克新21 73.9 24 633 d C -6.5
LBr-20 72.2 24 067 d C -8.6

W15 72.1 24 033 d C -8.7

表 2 参试品种（系）主要性状

表3 参试品种（系）的产量

5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2 20152015 年 第 12 期甘肃农业科技

收稿日期：2015- 11-05
基金项目：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专项（2013GAAS42）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徐美蓉（1979—），女，甘肃临夏人，实验师，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兽药残留监测工作。联系电话：

（0931）7616610。

基质效应是普遍存在于化学分析中的影响因

素，在痕量和微量分析中基质效应表现尤其突

出。基质效应最初是在酶活力测定中用人工制备

的参考物质中发现的。样品基质干扰也是色谱分

析中的常见现象。近年来，由于农药残留分析标

准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基质效应的干扰问题正逐

步地受到人们的重视。1993年，Erney 等人第一

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药残留分析中的基质效

应。表明当基质组分和被分析物一起被注入到气

相色谱中时，基质组分可以保护有机磷化合物不

被吸附和热分解，从而使更多的分析物进入到柱

中，所测得被分析物的结果就会偏高 ［ 1 - 3］。农药

检测试验中用纯溶剂标准溶液计算，有些农药的

空白基质加标回收率可能比理论值高几倍，有些

农药却并非如此。基质的种类和含量都会影响回

收率，即使在相同的仪器操作条件下，每种农药

的回收率可能都不同，尤其在低残留水平时，随

着进样的不断进行，一些农药的峰会变差而难以

准确积分。鉴于此，笔者总结了植物样品农药残

留分析检测中的基质效应及其解决方法。

1 基质效应及其在农药检测中的表现

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文件，基

质效应（matrix effect）是指标本中除分析物以外的其

他成分对分析样测定值的影响，即基质对分析方

法准确测定分析物能力的干扰［ 1 - 3］。基质效应是

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几乎存在于所有样本中，要

测定样本中任何一个分析物时，都不可避免地要

受到其影响。农药残留通过仪器检测的响应信号

强弱与存在的基质种类有关，采用气相色谱分离

检测的农药往往表现为基质增强效应（matrix in-

duced enhancement），主要是由于基质成分和分析

物共同占据进样口附近的活性位点，以此来防止

分析物的吸附和分解，从而使分析物的响应值加

强。

2 影响基质效应的因素
气相色谱分析中，基质成分的存在减少了色

谱系统活性位点与待测物分子作用的机会，使得

待测物检测信号有增强的现象。分析目标物农药

基质效应含多个 P=O键的化合物较含单个 P=O键

的化合物明显；含 P=O键的化合物较含 P=S键的

化合物明显。含有同一功能基的化合物，由于极

性、理化特性的差异所呈现的基质效应也会有较

大差别，且同一化合物在不同化学环境和色谱系

统中也会有所不同。

摘要：综述了农药残留分析检测中的基质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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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多残留检测中的样品基质干扰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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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适宜定西干旱、半干旱山区大面积示范推

广。其余品种（系）可进行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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