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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庄浪县东部高寒阴湿区山地梯田，以庄薯 3号为对照，对引进和庄浪县自育的 5个马铃薯新品种
（系）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表明，05-2-6折合产量最高，为 51 424.24 kg/hm2，较对照增产 16.79%，植株生长
健壮，经济性状优良，晚疫病发病迟，抗性强，可作为主栽品种推广种植；03-5-7、青薯 9号、06-7-8分别较
对照增产 6.68%、5.85%、0.41%，产量高，植株生长健壮，经济性状好，晚疫病发病较迟，抗性强，可作为替
补品种推广种植；庄薯 3号产量高，抗旱抗病，植株生长健壮，经济性状好，可继续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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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位于甘肃省东部，东经 105毅 46忆 耀106毅
23忆，北纬 35毅 03忆 耀35毅 28忆 ，海拔 1 405～2 857

m。年均降水量 489 mm，集中在 7、8、9月 3个

月。年均气温 8.1℃，无霜期 170 d。属陇东黄土

高原丘陵沟壑区，属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类

型［ 1 - 2］。庄浪县东部高寒阴湿区是该县马铃薯优

势主产区之一，常年播种面积占全县总播面积的

35%以上，产量高，品质好，商品性优良，是当地

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3］。但该区域在商品薯

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栽品种单一，替代品

种储备不足，对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

的隐患。为此，笔者于 2015年在庄浪县东部高寒

阴湿区的郑河乡上寨村进行了马铃薯新品种（系）

比较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系）共6个，其中 06-7-8、

03-5-7、05-2-6，由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选

育；陇薯 7号，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马铃薯研究所

选育；青薯 9号，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选育；对照品种为庄薯 3号，由庄浪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选育。供试黑色地膜（0.008 mm×120

cm），由天水市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尿素

（含N 46%），由中国石化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生产；

普通过磷酸钙（含P2O5 12%），由白银磷盐化工厂生

产；硫酸钾（含K2O 33%），由白银丰宝农化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庄浪县郑河乡上寨村，海拔 2 142 m，

年均气温 7.9℃，年降水量 540 mm。试验地为山

地梯田，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地力均匀，黑垆

土，前茬作物为小麦。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法设计，

3次重复，小区面积 33 m2（5.5 m×6.0 m）。播前底

施农家肥 60 000 kg/hm2、尿素 300 kg/hm2、普通过

种均为鲜食菜用型品种，其中产量最高的为中薯

20号，折合产量为 64 472.7 kg/hm2。

3）从不同品种熟期、用途、产量及山丹县耕作习

惯综合考虑，食品加工型品种（系）应选用 LK99和

大西洋，全粉加工型品种应选用大西洋和陇薯 6

号，鲜食菜用型品种应选用中薯 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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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钙 750 kg/hm2、硫酸钾 150 kg/hm2，现蕾期追

施尿素 225 kg/hm2。按全膜垄作侧播栽培模式种

植，每小区 5 垄，宽行距 70 cm，窄行距 40 cm，

穴距 30 cm，种植密度 60 600株/hm2，黑色地膜覆

盖。其余管理同大田。4 月 11 日覆膜， 4 月 14

日播种，10 月 4 日收获结束。观察各品种生育

期、农艺性状，记载晚疫病发病情况，计算病情

指数。收获时每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考种，按小

区单收计产。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高峰期，每小区按 5 点取

样，每点取 2株，共 10株，调查全部叶片上晚疫

病的严重度，计算病叶率、病情指数。晚疫病的

严重度按 9级分级标准统计，即 0级，无病斑；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5%以下；3级，病

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6%～10%；5级，病斑面

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11%～20%；7级，病斑面积占

整个叶片面积 21%～50%；9级，病斑面积占整个

叶片面积 50%以上［ 4 - 6］。

病情指数（%）= ∑（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9

×

100%

2 结果及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参试的 6 个马铃薯品种

（系）均为中晚熟，均能正常成熟，生育期为 126～

147 d。其中 03-5-7生育期最长，为 147 d，较对

照品种庄薯3号（CK）长11 d；其次为 06-7-8，生

育期为 143 d，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长 7 d；陇薯 7

号最短，为 126 d，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短 10 d。

2.2 抗晚疫病性

田间调查结果（表2）表明，青薯 9号病情指数

6.23%，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高 0.53百分点，发病

时间较迟；06－7－8病情指数 7.47%，较对照品

种庄薯 3号高 1.77百分点，发病时间最迟；05－

2－6病情指数 8.30%，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高 2.6

百分点，发病时间迟。03-5-7、陇薯 7号病情指

数均为 8.83%，均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高 3.13百

分点，陇薯 7号发病时间最早。庄薯 3号（CK）病

情指数5.7%，发病时间较迟。

2.3 主要农艺性状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参试品种（系）株高为97.8～

124.8 cm，其中青薯 9号最高，为 124.8 cm，较对

照品种庄薯 3 号高 13 cm；其次是 16-7-8，为

118.8 cm，较对照品种庄薯 3 号高 6 cm；13-5-7

最矮，为 97.8 cm，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矮 14 cm。

各参试品种（系）茎粗为 0.93～1.19 cm，其中青薯

9 号最粗，为 1.19 cm，较对照品种庄薯 3 号粗

0.19 cm；其次为 06-7-8，茎粗为 1.14 cm，较对

照品种庄薯 3号粗 0.14 cm；03-5-7最细，为 0.93

cm，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小 0.07 cm。薯形青薯 9

号、05-2-6 为长椭圆形，06-7-8、03-5-7 为圆

形，陇薯 7号、庄薯3号（CK）为椭圆形。薯皮色青

薯 9号为红色，03-5-7、05-2-6为白色，其余品

种（系）均为黄色。薯肉色 06-7-8、03-5-7 为白

色，其余品种（系）均为黄色。各参试品种（系）的

单株结薯数仅陇薯 7号多于对照，其余品种（系）

以 03-5-7最多，为 5.9粒，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

少 0.2 粒；其次是 06-7-8、05-2-6，为 5.8 粒，

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少 0.3粒；青薯 9号最少，为

品种（系）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现蕾期
（日/月）

开花期
（日/月）

块茎膨大期
（日/月）

成熟期
（日/月）

生育期
（d）

青薯9号 14/4 13/5 23/6 12/7 27/7 3/10 140

05-2-6 14/4 13/5 15/6 7/7 24/7 1/10 138

06-7-8 14/4 10/5 17/6 18/7 26/7 3/10 143

03-5-7 14/4 12/5 20/6 11/7 27/7 1/10 147

陇薯7号 14/4 18/5 16/6 8/7 24/7 26/9 126

庄薯3号（CK） 14/4 16/5 23/6 12/7 27/7 2/10 136

品种（系） 发病时期
（日/月）

平均病情指数
（%）

较对照增减
（百分点）

青薯9号 30/8 6.23 0.53

05-2-6 6/9 8.30 2.60

06-7-8 13/9 7.47 1.77

03-5-7 25/8 8.83 3.13

陇薯7号 25/7 8.83 3.13

庄薯3号（CK） 3/9 5.70

表 1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的生育期

表 2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的晚疫病病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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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株高
（cm）

茎粗
（cm） 薯形 薯肉

颜色
薯皮
颜色

单株结薯数
（个）

单株薯重
（kg）

大薯率
（%）

中薯率
（%）

小薯率
（%）

青薯9号 124.8 1.19 长椭圆 黄 红 5.3 0.77 67.5 17.2 15.3

05-2-6 110.0 1.12 长椭圆 黄 白 5.8 0.85 73.9 13.8 12.3

06-7-8 118.8 1.14 圆 白 黄 5.8 0.73 73.8 13.8 12.4

03-5-7 97.8 0.93 圆 白 白 5.9 0.78 62.2 23.2 14.6

陇薯7号 102.0 1.09 椭圆 黄 黄 7.9 0.65 51.8 24.9 23.3

庄薯3号（CK） 111.8 1.00 椭圆 黄 黄 6.1 0.73 58.2 22.9 18.9

表 3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的主要农艺性状

5.3粒，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少 0.8粒。各参试品

种（系）单株薯重为 0.85～0.65 kg，其中以 05-2-6

最重，为 0.85 kg，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重 0.12 kg；

其次是 03-5-7，为 0.78 kg，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

重 0.05 kg；陇薯 7号最轻，为 0.65 kg，较对照品

种庄薯 3号低 0.08 kg。各参试品种（系）大中薯率

为 76.7%～87.7%，其中以 15-2-6 最高，为

87.8%，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高 6.6百分点；其次

是 16-7-8，为 87.6%，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高 6.5

百分点；陇薯 7号最低，为 76.6%，较对照品种庄

薯 3号低 4.4百分点。

2.4 产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参试 6 个品种（系）中，

05-2-6折合产量为 51 424.24 kg/hm2，较对照品种

庄薯 3 号增产 7 393.94 kg/hm2，增产率 16.79％，

位居第 1；03-5-7折合产量 46 969.70 kg/hm2，较

对照品种庄薯 3 号增产 2 939.40 kg/hm2，增产率

6.68％，位居第 2；青薯 9 号折合产量 46 606.06

kg/hm2，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增产 2 575.76 kg/hm2，

增产率 5.85％，位居第 3； 06-7-8 折合产量

44 212.12 kg/hm2，较对照品种庄薯 3 号增产

181.82 kg/hm2，增产率 0.41％，位居第 4。对产量

结果进行方差分析，F＝202.333＞F0.01＝5.636，相

关系数 0.934，表明各品种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进一步用（LSR-SSR）法进行多重比较表明，

05－2－6与其余品种（系）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青

薯 9号和 03-5-7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品种（系）差

异达极显著水平；06-7-8和庄薯 3号（CK）差异不

显著，与其余品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陇薯 7号

与其余品种（系）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各参试品种（系）在庄浪县东

部高寒阴湿区山地梯田均能正常生长和成熟，其

中 05-2-6 折合产量最高，为 51 424.24 kg/hm2，

较对照增产 16.79%，植株生长健壮，经济性状优

良，晚疫病发病迟，抗性强，可作为主栽品种推

广种植。03-5-7、青薯 9号、06-7-8产量分别为

46 969.70、46 606.06、44 212.12 kg/hm2，分别较

对照品种增产 6.68%、5.85%、0.41%，产量高，

植株生长健壮，经济性状好，晚疫病发病较迟，

抗性强，可作为替补品种推广种植。对照庄薯 3

号产量高，抗旱抗病，植株生长健壮，经济性状

好，可继续种植。陇薯 7号抗晚疫病性强，但发

病早，较对照品种减产 10.81%，不宜推广。

参考文献：
［1］ 李雪瑛，吴永斌，王 勇. 13个马铃薯新品种（系）在

品种 小区平均产量
（kg/33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青薯9号 153.8 46 606.06 bB 2 575.76 5.85 3

05-2-6 169.7 51 424.24 aA 7 393.94 16.79 1

06-7-8 145.9 44 212.12 cC 181.82 0.41 4

03-5-7 155.0 46 969.70 bB 2 939.40 6.68 2

陇薯7号 129.6 39 272.73 dD -4 757.57 -10.81 6

庄薯3号（CK） 145.3 44 030.30 cC 5

表 4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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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天祝县设施农

业不断地发展，温室大棚种植逐渐成为农民增收

的主要收入，但因长年种植品种结构单一（常年

种植西葫芦），加之近几年市场不稳定，农民收

入已逐渐减少。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经济作

物技术推广站大力推广下，日光温室辣椒种植已

逐渐成为天祝县设施农业种植的主要品种之一。

但是市场上对不同辣椒品种需求差异很大，为了

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解决辣椒品种单一、产量

不高问题，我们根据当地气候特征和消费习惯，

引进 4个羊角形辣椒品种进行筛选，旨在为当地

日光温室辣椒种植品种选择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品种

赛椒 1号引自甘肃法赛德种业有限公司，陇

椒 3号引自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航椒 5

号引自天水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多美

引自北京福田方种子有限公司。以当地近年主栽

品种陇椒 16号为对照，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甘肃

绿星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4年 9月在打柴沟镇庙儿沟村日光

温室进行，棚长 60 m，宽为 7.5 m，单棚栽培面积

为 450 m2。试验采用越冬一大茬栽培模式，肥力

中等，前茬作物为西葫芦。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共计 15

个小区。南北向定植 60垄，每 4垄为 1个小区，

小区面积为 25.2 m2（7.0 m×3.6 m）。2014年 10月

6 日在棚内育苗。试验地基施农家肥 45 000

kg/hm2、磷酸二铵 525 kg/hm2、有机生物肥 2 100

kg/hm2、尿素 135 kg/hm2，当门椒长到 3 cm左右结

合浇水进行第 1 次追肥，追施硝酸钾 90 kg/hm2，

间隔 5～7 d后再追 1次。第 3次追施复合型磷酸

二氢钾 60 kg/hm2。采用滴灌方式灌溉。11月底开

始坐果，12月底开始采收，翌年 4月初最后 1次

采收。试验期间定期对各参试品种的植物学特性、

果实性状、商品性及抗病性等指标进行调查。共

摘要：2014年以陇椒 16号为对照，对新引进的 4个羊角形辣椒品种进行引种试验，结果表明，陇椒 3号
株型开展度适中，节位多、果大、味辣、果形好、抗性强，产量高，较其它品种效益明显，比较适合天祝县居

民饮食习惯，适宜在当地日光温室越冬一大茬低温寡照条件下推广种植；赛椒、航椒 5号建议下年继续试验。
福多美始花节位较低、株型紧凑，但产量低，不适宜在天祝县日光温室种植，建议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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