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82018 年 第 6 期甘肃农业科技

摘要： 对 7 个杂交油葵品种（系）在环县旱地梯田进行了品比试验。 结果表明， ZH6331 折合产量最高， 为
2 756.7 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葵杂 2 号增产 32.5%； 其次是 SB733， 折合产量为 2 683.3 kg/hm2， 较对照品种陇
葵杂 2号增产 29.0%； GK1108折合产量 2 546.7 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葵杂 2 号增产 22.4%， 居第 3 位； XF6606
折合产量 2 500.0 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葵杂 2号增产 20.2%， 居第 4位。 4个杂交油葵品种（系）综合性状表现较
好， ZH6331、 SB733 建议在环县适宜区域推广种植， GK1108、 XF6606 可以在环县适宜区域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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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期， 块茎和匍匐茎相连处脱落， 表皮老化， 块
茎中的干物质质量分数和质量均达到最高时开始
收获。 环县马铃薯适宜收获时间为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收获前 3～5�d 杀秧， 收获后的薯块要及
时晾晒， 待表皮干燥后进行分级包装贮藏， 收获
时尽量减少损伤， 避免暴晒。
8���贮藏

环县大部分农户一般采用室外地下窖贮藏，
即在地势高燥、 避风向阳、 排水良好处挖深 5~6�
m、 宽 0.7～0.8�m、 高 1.5～2�m 的半圆型窖， 可贮
藏马铃薯 10�t， 窖口用秸秆堵塞防寒。 也可采用窑
洞贮藏， 门口用棚膜挡风并加盖草帘防冻， 晴天
通气， 每窑可贮藏 20�t。 温度控制在 1～3�℃， 相
对湿度以 80%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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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葵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世界各地均有
栽培， 是四大油料作物之一， 具有耐盐碱、 耐瘠
薄、 抗旱性强、 适应性广等特性。 是一种市场潜
力好， 发展空间大的农产品。 目前环县生产上种
植的油葵品种均为种植时间较长的常规品种， 这

些品种分枝多， 产量低， 粒色杂乱， 大小不一，
混杂退化严重， 商品性差， 严重制约着生产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于 2017 年引进了 7 个杂
交油葵品种（系）进行了比较试验， 以期筛选出适
宜环县种植的杂交油葵新品种（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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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成熟期
XF6606 13/5 25/5 30/6 19/7 10/9 120
ZH6303 13/5 24/5 29/6 18/7 10/9 120
FK01 13/5 24/5 29/6 19/7 4/9 114

ZH6331 13/5 24/5 30/6 20/7 7/9 117
JY616 13/5 25/5 27/6 17/7 3/9 113
GK1108 13/5 25/5 5/7 26/7 15/9 125
SB733 13/5 24/5 1/7 21/7 13/9 123

陇葵杂2号（CK） 13/5 24/5 30/6 18/7 10/9 120

表 2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杂交油葵品种（系）共 7 个， 其中 XF6606
由民勤县贤丰农业有限公司提供， ZH6303、
ZH6331 由嘉峪关正和农业有限公司提供， FK01
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提供， JY616 由白银
亿得丰农业科技研究所提供， GK1108 由甘肃省农
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SB733 由酒泉三保种
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对照为陇葵杂 2 号（CK），
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毛井镇红土咀村。 试验区属陇东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境内山大沟深， 山、 川、
塬兼有， 梁、 峁、 谷相间， 地形复杂， 是典型的
干旱山区， 海拔 1�890�m， 年降水量 260~300�mm，
无霜期 140�d， 年平均气温 8.1�℃， ≥10�℃有效积
温 2�585�℃， 年平均日照时数 2�370�h。 试验地为
机平后的梯田地， 土壤类型为黄绵土， 地势平坦，
地力中等水平， 前茬为玉米。 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深耕灭茬， 耕深为 25�cm。 施优质农家肥 45�0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600� kg/hm2、 尿素 195�
kg/hm2、 硫酸钾 180�kg/hm2、 草木灰 750� kg/hm2。
2016 年 10 月 25 日机械起垄覆膜一次完成。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为 30�m2（5�m×6�m）。 采用全膜双垄沟播种植， 垄
幅 1.2�m， 每小区 5 垄， 区间距 1�m， 四周种 4 行
保护行。 2017 年 5 月 13 日人工破膜点播， 种在小
垄沟内侧 2�cm 处， 每垄播种 2 行， 每穴种 2 粒，
株距 0.45�m， 播深 3~4�cm， 密度 3.7 万株 /hm2。 5
月 30 日放苗， 6 月 7 日间苗， 6 月 14 日定苗， 6
月 25 日除草 1 次， 7 月 30 日除草 1 次。 全生育期
调查病害 8 次。 9 月 10 日收获 XF6606、 ZH6303、

FK01、 ZH6331、 JY616、 陇葵杂 2 号（CK）， 9 月
15 日收获 SB733、 GK1108。
1.4 记载内容与方法

记载不同杂交油葵品种（系）播期、 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成熟期等， 调查各物候期油葵
菌核病发病情况， 测定统计株高、 茎粗、 叶片数、
生长势、 整齐度、 分枝株率、 倒伏率、 折茎率、
花盘直径、 盘形、 花盘倾斜度、 结实率、 单株产
量、 百粒重、 出仁率等主要性状。 成熟后从每小
区的中间取连续 10 株， 风干后进行室内考种， 各
小区单收计产。 计算发病率、 病情指数。 菌核病
分级评定标准见表 1。

发病率%=发病个体数（或单位数）/调查总个体
数（或单位数）×100

病情指数%=［（各级发病数×各级代表数值）的总和/
（调查总数×发病最重一级的代表数值）］×100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2 可知，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生育期

级别
��������������盘腐型 根腐型、茎腐型、叶腐型

病状占花盘面积
/%

发病株率
/% 级别 发病株率

/%

0 0 0 0 0
1 ≤25 ≤5.0 1 ≤5.0
2 26～50 5.1～10.0 2 5.1～10.0
3 51～75 10.1～15.0 3 10.1～15.0
4 ≥76 ≥15.0� 4 ≥15.0

表 1 菌核病分级评定标准①

① 盘腐型的级别由病状占花盘面积（%）和发病株率（%）
决定， 病状占花盘面积为主因素， 发病株率为次因素。 病
状占花盘面积为 1级， 同时发病株率为 2、 3 或 4 级， 只提
高 1 个级别， 即记载 2 级。 如果病状占花盘面积为 4 级，
同时发病株率下降 2 级， 降 1 级记载， 即记载为 3 级； 发
病株率下降 3 级， 降 2 级记载， 即记载为 2 级； 如果发病
株率下降 1级， 病状占花盘面积保持原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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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3~125�d。 其中 JX616 生育期最短， 为 113�d，
较陇葵杂 2 号（CK）早熟 7�d； GK1108 生育期最长，
为 125�d， 较陇葵杂 2 号（CK）晚熟 5�d。 XF6606，
ZH6303 生育期和陇葵杂 2 号（CK）相同， 均为 120�
d； FK01、 ZH6331 比陇葵杂 2 号（CK）早熟 6�、 3�
d； SB733 比陇葵杂 2 号（CK）晚熟 3�d。 引进品种
均能在当地完全成熟， 适应当地农业气候条件。
2.2 主要农艺性状

从表 3看出， 参试品种（系） 株高为 140~178�
cm， 除 JY616、 SB733 与陇葵杂 2 号（CK）等高外，
其余品种（系） 均比陇葵杂 2 号（CK） 高。 其中
GK1108 最高， 为 178�cm， 较陇葵杂 2 号（CK）高
38� cm； 其次是 ZH6331、 ZH6303， 分别为 159、
152�cm， 分别比陇葵杂 2 号（CK） 高19、 12�cm；
FK01、 XF6606 较低， 分别比陇葵杂 2 号（CK）高
8、 5�cm。 茎粗为 2.1~2.6�cm， 其中 FK01 最小， 为
2.1�cm， 比陇葵杂 2 号（CK）小 0.�3�cm； GK1108、
ZH6331 最粗， 均为 2.6�cm， 均比陇葵杂 2 号（CK）
大 0.2�cm， 其余品种（系）为 2.2~2.5�cm。 叶片数为
26~35 片， 其中 ZH6331 最多， 为 35 片， 比陇葵
杂 2 号（CK）多 3 片； FK01 最少， 为 26 片， 比陇
葵杂 2 号（CK）少 6 片， 其余品种（系）为 28~33 片。
生长势 XF6606、 ZH6331、 SB733 为强； GK1108
较强； ZH6303、 FK01、 JY616 中等。 XF6606、
ZH6303、 ZH6331、 GK1108、 SB733 生长整齐，
FK01、 JY616、 陇葵杂 2 号（CK）整齐度一般。 分
枝株率 ZH6303、 FK01、 XF6606 分别为 3.4% 、
2.1%、 1.5%， 其余品种（系）无分枝株。 所有品种
（系）未见倒伏和折茎。

2.3 主要经济性状
从表 4 可以看出， 参试品种（系）花盘直径均

比陇葵杂 2 号（CK） 小， 为 17.2~19.1cm。 其中

ZH6331 较大， 为 19.1�cm， 比陇葵杂 2 号（CK）小
0.8�cm； FK01 最小， 为 17.2�cm， 比陇葵杂 2 号
（CK）小 2.7�cm。 盘形 XF6606 为凸形， FK01 为微
凸形， 其余品种（系）为平面状。 倾斜度 ZH6303 与
陇葵杂 2 号（CK）均为 4°， 其余品种（系）为 3°。 结
实率 ZH6303 最低， 为 64.1%； ZH6331 最高， 为
72.4%； 其余品种（系）为 68.5%~71.9%。 单株产量
均比陇葵杂 2 号（CK）高， 为 56.5~88.5�g， 其中
XF6606 最高， 为 88.5�g， 比陇葵杂 2 号（CK）增加
37.3�g； 其次是 SB733， 为 83.3�g， 比陇葵杂 2 号
（CK） 高 32.1�g； ZH6303 最低， 为 56.5�g， 比陇葵
杂 2号（CK）高 5.3�g。 百粒重 6.4~7.2�g， 其中 XF6606
最高， 为 7.2�g， 比陇葵杂 2 号（CK）重 0.2�g； JY616
最轻， 为 6.4�g， 比陇葵杂 2 号（CK）轻 0.6�g。 出仁
率均比陇葵杂 2 号（CK）高， 其中 GK1108 最高，
为 75.4% ， 比陇葵杂 2 号（CK）多 6.3�百分点；
SB733 最低， 为 70.1%， 比陇葵杂 2 号（CK）多 2.0
百分点。

2.4 产量
表 5看出， 参试品种（系）折合产量为 2�260.0~�

2�756.7�kg/hm2， 均较陇葵杂 2 号（CK）增产。 其中
以 ZH6331 折合产量最高， 为 2�756.7�kg/hm2， 较
对照陇葵杂 2 号（CK）增产 32.5%； 其次是 SB733，
折合产量为 2�683.3�kg/hm2， 较陇葵杂 2 号（CK）增
产 29.0%； GK1108 折合产量为 2�546.7�kg/hm2， 较
陇葵杂 2 号（CK）增产 22.4%， 居第 3 位； XF6606、
JY616、 FK01、 ZH6303 分别较陇葵杂 2 号（CK）增
产 20.2%、 15.4%、 12.3%、 8.7%。 对产量结果进
行方差分析， ZH6331 与 GK1108、 SB733 差异不
显著， 均与其余品种（系） 差异显著； SB733、
GK1108 均与 XF6606、 JY616 差异不显著， 与
FK01、 ZH6303、 葵杂 2 号（CK）差异显著； JY616

品种（系） 株高
/cm

茎粗
/cm

叶片数
/片 生长势整齐度分枝株率

/%

XF6606 145 2.2 33 强 整齐 1.5

ZH6303 152 2.3 28 中 整齐 3.4

FK01 148 2.1 26 中 一般 2.1

ZH6331 159 2.6 35 强 整齐 0

JY616 140 2.2 30 中 一般 0

GK1108 178 2.6 33 较强 整齐 0

SB733 140 2.5 31 强 整齐 0

陇葵杂2号（CK） 140 2.4 32 中 一般 0

表3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的主要农艺性状

品种（系）
花盘
直径
/cm

盘形
倾斜
度
/°

结实
率
/%

单株
产量
/g

百粒
重
/g

出仁
率
/%

XF6606 17.5 凸 3 70.8 71.1� 7.2� 74.0�
ZH6303 18.1 平 4 64.1 56.5� 6.5� 70.5�
FK01 17.2 微凸 3 68.5 66.4� 7.0� 74.5�

ZH6331 19.1 平 3 72.4 88.5� 7.1� 72.0�
JY616 17.5 平 3 70.2 68.0� 6.4� 70.0�
GK1108 18.3 平 3 70.6 78.3� 7.1� 75.4�
SB733 17.5 平 3 71.9 83.3� 6.9� 70.1�

陇葵杂2号（CK） 19.9 平 4 68.1 51.2� 7.0� 69.1�

表4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的主要经济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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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FK01 差异不显著， 与 ZH6303、 陇葵杂 2 号
（CK）差异显著。

2.5 抗病性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在苗期、 现蕾期均未

发病。 从表 6 可以看出，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
在开花期、 成熟期菌核病病情指数均低于陇葵杂 2
号（CK）。 其中 ZH6331 最低， 为 0.11%； SB733 次
之， 为 0.14%， 其余品种（系）病情指数为 0.18%~�
0.25%。

从表 7 可以看出， 根腐型菌核病 ZH6303 发病
率较重， 占 5.0%， 较陇葵杂 2 号（CK）发病率升高
了 40.0%； ZH6331 发病率较轻， 占 0.5%； 其余
品种（系）占 1.0%~2.0%。 茎腐型菌核病发病率除
ZH6303与陇葵杂 2 号（CK）一样外， 其余品种（系）
发病率均低于陇葵杂 2 号（CK）。 其中以 XF6606、
FK01 较高， 均为 3.0%； 其次是 JY616、 GK1108、

SB733， 均为 2.0%。 叶腐型、 盘腐型菌核病发病
率均低于陇葵杂 2 号（CK）， 其中叶腐型菌核病以
ZH6303 较高， 为 3.0%； 其次是 XF6606、 FK01，
均为 2.0%。 盘腐型菌核病以 ZH6303 较高， 为
6.0%； 其次是 FK01， 为 5.5%。 可见参试杂交油
葵品种（系）菌核病主要发生在花盘， 严重程度从
高到低依次为花盘、 根部、 茎部、 叶部。
3���小结

综合分析参试油葵品种（系）的生育期、 主要
农艺性状、 主要经济性状、 抗病性， 引进品种
（系） 在当地均能完全成熟， 符合当地农业气候条
件。 ZH6331 折合产量 2�756.7�kg/hm2， 较对照品种
陇葵杂 2 号增产 32.5%， 居第 1 位； SB733 折合产
量 2�683.3�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葵杂 2 号增产
29.0% ， 居第 2 位； GK1108 折合产量 2� 546.7�
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葵杂 2 号增产 22.4%， 居第
3位； XF6606折合产量 2�500.0�kg/hm2， 较对照品种
陇葵杂 2号增产 20.2%， 居第 4位； JY616、 FK01、
ZH6303 折合产量 2�400.0、 2�336.7、 2�260.0�kg/hm2，
较对照品种陇葵杂 2 号分别增产 15.4%、 12.3%、
8.7%， 居第 5、 6、 7 位。 建议 ZH6331、 SB733 可
以在环县推广种植， GK1108、 XF6606 可以示范种
植， JY616 可继续进行试验， 其余品种（系）建议淘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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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开花期 成熟期 开花期 成熟期

XF6606 0 1.3� 0 0.18
ZH6303 0.8 2.7� 0.05 0.25
FK01 0.6 2.4� 0.03 0.24

ZH6331 0 1.0� 0 0.11
JY616 0.2 1.9� 0.01 0.22
GK1108 0 1.3� 0 0.19
SB733 0 1.5� 0 0.14

陇葵杂2号（CK） 1.1 3.2� 0.08 0.48

表6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菌核病发生情况

品种（系） 小区平均产量
/（kg/30�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XF6606 7.50 2�500.0�b 420.00 20.2
ZH6303 6.78 2�260.0�d 180.00 8.7
FK01 7.01 2�336.7�c 256.67 12.3

ZH6331 8.27 2�756.7�a 676.67 32.5
JY616 7.20 2�400.0�bc 320.00 15.4
GK1108 7.64 2�546.7�ab 466.67 22.4
SB733 8.05 2�683.3�ab 603.33 29.0

陇葵杂2号（CK） 6.24 2�080.0�e

表5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的产量

品种（系） 根腐型
/%

茎腐型
/%

叶腐型
/%

盘腐型
/%

XF6606 2.0� 3.0� 2.0� 5.0�
ZH6303 5.0� 4.0� 3.0� 6.0�
FK01 2.0� 3.0� 2.0� 5.5�

ZH6331 0.5� 1.0� 0.5� 2.5�
JY616 1.0� 2.0� 0.5� 4.0�
GK1108 1.0� 2.0� 0.5� 3.0�
SB733 1.0� 2.0� 1.0� 3.5�

陇葵杂2号（CK） 3.0� 4.0� 4.0� 9.0�

表7 参试杂交油葵品种（系）植株不同部位菌核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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