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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Test of New Potato Varieties with Mid-early Maturity, High
Disease Resistance, Yield Increase and Goo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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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Nine introduced potato varieties were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variety 'Kexin 2' fo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daptability, disease resistance,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and yield in order to screen out

the potato varieties with mid-early maturity, high disease resistance, yield increase and good quality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Tianshui irrigation area. 'Xisen 6', 'Helan 15' and 'Jizhangshu 12' showed good adaptability, good tuber characters, high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and yield and income increase. The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was 92.51%, 93.20%,

and 92.64%, respectively. The yield of marketable potatoes for these three varieties was 54 540, 53 280 and 48 767 kg/ha,

respectively, increased by 22.32%, 19.50% and 9.37%,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variety. The income was

increased of 12 377.60, 11 099.20 and 3 835.20 Yuan / ha, respectively. These three varieties could be considered for

planting in a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as mid-early maturity dominant varieties in irrig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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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出适宜天水市灌溉区种植的中早熟抗病增产优质马铃薯新品种，以‘克新 2号’为对照，对引进的 9个

马铃薯品种进行生物学特性、适应性、抗病性、商品性、产量等综合性状的比较。结果表明，‘希森6号’‘荷兰15号’‘冀张

薯 12号’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块茎性状好，商品薯率高，增产增效明显；商品薯率分别为 92.51%、93.20%、92.64%，

产量分别为 54 540，53 280和 48 767 kg/hm2，较对照分别增产 22.32%、19.50%、9.37%，分别增收 12 377.60，11 099.20和

3 835.20元/hm2，可考虑作为川水地区大面积示范推广种植的中早熟优势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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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甘肃省武山县第三大粮食作物，也

是早熟菜用型和高海拔区脱毒种薯繁育优势区域，

同时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和脱贫的六

大富民产业之一，在全县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

业化发展中占重要地位。2018年武山县马铃薯品

种布局意见[1]，按照种植区域生态类型划分为河谷

川区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早春菜用型种植区，主

要种植品种为‘大西洋’‘早大白’‘新大坪’‘克新 2
号’‘克新 6号’等，占全县马铃薯总种植面积的

20.7%左右；浅山干旱区中晚熟菜用型春播栽培

区，主要种植品种为‘渭薯1号’‘陇薯3号’‘陇薯 5
号’‘陇薯 6号’‘庄薯 3号’‘天薯 10号’等，占总种

植面积的 2.1%左右；二阴及高山阴湿区晚熟菜用

型、淀粉加工型马铃薯春播栽培区，主要种植品

种为‘陇薯6号’‘陇薯7号’‘陇薯3号’‘天薯 11号’

‘庄薯 3号’‘庄薯 4号’‘青薯 9号’‘渭薯 1号’等，

占总种植面积的 65.9%左右；低海拔区夏季复种

中早熟菜用型马铃薯栽培区，主要种植品种为

‘克新 1号’‘费乌瑞它’‘克新 8号’‘大西洋’‘早大

白’‘新大坪’等，占总种植面积的11.2%左右。2020
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1.61万hm2[2]，其中河谷川区

地膜覆盖种植 0.33万 hm2，海拔 1 800 m以下浅山

区种植 0.21万 hm2（其中油菜地复种 0.18万 hm2），

海拔 1 800 m以上二阴高山区种植 1.06万 hm2。

近年来，马铃薯新品种逐渐更新换代，膜下

滴灌[3,4]、塑料大棚冬春茬栽培[5-7]，精准施肥施药

技术等初步应用[8,9]、有力促进了马铃薯产业发

展，但仍存在品种资源相对较单一，优势新品种

更新缓慢，产量较低，高质量的脱毒种薯生产不

稳定，普及率较低，种薯质量把控不过关，农机

农艺机械化作业水平低，抗病高产优质专用品种

少，主食化品种匮乏，种薯混杂、级别不一、农

户自发引种或自留种导致产量偏低和品质不佳，

龙头加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产品竞

争力弱，交易市场开发难，贮藏设施较差等突出

问题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为进一步优化品

种结构及布局，筛选出抗病增产优质效益好的新

品种，进行河谷川区地膜覆盖早春菜用型新引优

良品种比较试验。通过考察品种的熟性、丰产

性、抗病性及块茎品质等综合性状，筛选出适宜

当地渭河川道区种植的抗病高产优质早熟菜用型

新品种；同时依托甘肃省引导科技创新发展专项

平台，联合试验示范区负责单位，建成新品种示

范田和辐射推广区。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地膜为幅宽 80 cm、厚 0.01 mm白色地膜

（天水五丰塑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供试马铃薯

种薯均为符合 GB18133-2012标准一级种，分别

为‘克新 2号’（CK，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

研究所）、‘爱兰 2号’（定西市爱兰马铃薯种业有

限公司）、‘LK99’（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

所）、‘希森3号’‘希森5号’‘希森6号’‘苏兰1号’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冀张薯

12号’（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荷兰 15号’（天

水田园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延薯 10号’（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武山县马力镇，前茬作物玉米，试

验地肥力中等，灌溉便利，光热资源丰富，地力

均匀；海拔 1 560 m，N 34°43'3''，E 104°43'18''。
2019年试验期间降雨量共744.20 mm（4月145.80 mm，
5月 199.70 mm，6月 190.10 mm，7月 208.60 mm），

降雨次数 57次，降雨天数 42 d。初霜时间 11月
17 日，终霜时间 4 月 5 日。月平均最高气温

27.5℃，最低气温 5.5℃，平均温度 16.5℃，年平

均气温 10.3℃，≥10℃有效积温 2 200℃，年均日照

2 331 h，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土壤为沙壤

土， pH 7.78，耕层含有机质 17.30 g / kg、全氮

0.91 g/kg、全磷 1.04 g/kg、全钾 19.00 g/kg、碱解

氮 95.70 mg / kg、有效磷 78.40 mg / kg、速效钾

202.00 mg/kg。
1.3 田间管理

于 4月 3~6日整地起垄覆膜，采用单垄覆白

膜 +膜下滴灌栽培方式。结合翻耕施富瑞达复合

肥料 30 kg/667m2（总养分≥36%，N：P2O5：K2O = 30：
6：0，硝态氮含量≥1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美嘉辛磷酸二铵 60 kg/667m2（总养分

≥55%，N：P2O5：K2O = 16：39：0，含硫≥4%、含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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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宁夏鲁西化工化肥有限公司生产），典钾

10 kg / 667m2（K2O≥50%， SO2 + CaO + MgO≥10%，

美国 TVA国际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纳米钾

10 kg/667m2（K2O≥23%，山东菏泽京九肥料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坤益健生物有机肥 40 kg/667m2（天

津坤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坤神生物

有机肥 80 kg/667m2（康县坤神生物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硅谷肥 15 kg/667m2 （N：P2O5：K2O =
18：18：18，河北硅谷肥业有限公司生产，苗期 5
kg/667m2、膨大期 10 kg/667m2）、侨昌9元素1.8 kg/
667m2（B + Zn + Ga + Mg + SO2 + Si + Mo + Fe + Mn≥
51%，山东山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膨大

期）。于4月21日、5月9日、5月26日、6月12日
各滴灌 1次，灌水量 80 m3/667m2。5月 18日、6月
22日各除杂草 1次。于 5月 25日喷施 25%嘧菌

酯、50%烯酰吗啉及展渗 1次，6月 8日喷施 70%
烯酰霜脲氰、72%霜脲锰锌、展渗及 10%啶虫脒

1次，6月 16日喷施 60%唑醚代森联、72%金霜

克及展渗 1次，6月 25日喷施 75%肟菌·戊唑醇、

45%烯酰·吡唑酯、20%噻菌铜、10%啶虫脒及

展渗 1次。分别于 6月 15日，6月 25日，7月 5日
进行病害调查。8月 4日收获，并进行田间考种和

测产。

1.4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重复间

距 0.8 m，小区走道 0.8 m，保护行 1 m。每小区 3
垄，每小区75株，小区面积15 m2（6.25 m × 2.4 m）。

种植模式为白膜覆盖高垄栽培（膜宽 80 cm、厚

0.01 mm），垄底宽 0.6 m，垄高 0.3 cm，垄沟宽

0.4 m，垄距 0.8 m，株距 0.25 m，播种密度 49 995
株/hm2。

1.5 调查项目及方法

参照标准[10]方法，调查各品种物候期、植株

性状、块茎性状、抗病性（花叶病毒病分 6级：0/
1/3/5/7/9，卷叶病毒病分 5级：0/1/3/5/7，环腐病

和黑胫病分 4级：0/1/3/5，早疫病分 6级：0/1/3/5/
7/9）、经济性状等。飞尔斯数显卡尺测定茎粗（最

粗主茎基部 5~8 cm处）。马铃薯熟性[11]划分为极

早熟（< 60 d）、早熟（60~70 d）、中早熟（71~85 d）、

中熟（86~105 d）、中晚熟（106~120 d）、晚熟（>

120 d）。薯块分级为大薯（150 g以上）、中薯（75~
150 g）、小薯（75 g以下）。

1.6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Excel 2007和 SPSS 25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

各品种物候期有差异（表 1）。出苗最早的是

‘希森 5号’，出苗期 15 d，其次是‘爱兰 2号’‘荷

兰 15号’；出苗最迟的是‘冀张薯 12号’，出苗期

29 d，较‘希森 5号’迟 14 d。现蕾最早的是‘克新

2号’，现蕾期 51 d，其次是‘荷兰 15号’‘希森 5
号’，最迟的是‘LK99’，较‘克新2号’（CK）迟14 d。
开花最早的是‘荷兰 15号’，开花期 58 d，其次

是‘克新 2号’‘希森 5号’，‘LK99’开花期最迟，

开花期 70 d，相比‘荷兰 15号’推迟 12 d，相比

‘克新 2号’（CK）推迟 11 d。块茎膨大期最早的是

‘荷兰 15号’，膨大期 67 d，‘冀张薯 12号’膨大

期最迟，相比‘荷兰 15号’推迟 11 d。成熟期（以

出苗计）最早的是‘荷兰 15号’，为 67 d，‘冀张

薯 12号’成熟期最迟，为 81 d，生育期相差 14 d；
‘克新 2号’生育期 79 d，‘延薯 10号’生育期 80 d，
‘苏兰 1号’生育期 85 d，‘荷兰 15号’生育期与

‘苏兰 1号’相差 18 d。早熟品种为‘希森 3号’‘荷

兰 15号’，中早熟品种为‘LK99’‘希森 5号’‘爱

兰 2号’‘希森 6号’‘克新 2号’‘延薯 10号’‘冀张

薯 12号’‘苏兰 1号’。从 9个引进品种生育期生

长情况可知，当地自然地理条件下引进品种均适

宜种植。

2.2 植株性状

各品种植株形态特征有差别（表 2）。‘克新 2
号’茎叶绿色，花繁茂性中，花冠淡紫色，株型

半直立，花期短，复叶大小中，结实性少，平均

主茎数 2.83个，茎粗 12.24 mm。‘爱兰 2号’茎浅

紫，叶深绿，华繁茂性中，花冠紫，株型直立，

花期中，复叶大，结实性无，平均主茎数 2.64
个，茎粗 13.63 mm。‘LK99’茎叶绿色，花繁茂性

中，花冠白，株型直立，花期短，复叶小，结实

性无，主茎数2.23个，茎粗11.04 mm。‘希森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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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试品种物候期

Table 1 Phonological period of tested varieti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克新2号（CK）Kexin 2
爱兰2号 Ailan 2
LK99
希森3号 Xisen 3
希森5号 Xisen 5
希森6号 Xisen 6
苏兰1号 Sulan 1
冀张薯12号 Jizhangshu 12
荷兰15号 Helan 15
延薯10号 Yanshu 10

播种期

（D/M）
Sowing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08/04

出苗期

（D/M）
Emergency
30/04
26/04
04/05
01/05
23/04
01/05
30/04
07/05
27/04
05/05

现蕾期

（D/M）
Budding
29/05
01/06
12/06
07/06
31/05
05/06
11/06
07/06
30/05
07/06

开花期

（D/M）
Flowering
06/06
08/06
17/06
12/06
07/06
11/06
14/06
12/06
05/06
11/06

膨大期

（D/M）
Bulking
15/06
16/06
24/06
21/06
17/06
23/06
21/06
25/06
14/06
19/06

成熟期

（D/M）
Maturity
18/07
10/07
16/07
10/07
12/07
16/07
24/07
27/07
03/07
24/07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79
75
73
70
74
76
85
81
67
80

熟性

Maturity

中早熟

中早熟

中早熟

早熟

中早熟

中早熟

中早熟

中早熟

早熟

中早熟

注：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 0.05和 0.01显著水平，采用邓肯氏多重极差方法测验。下同。

Note: Means 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of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as
tested by using Duncan's multiple test method. The same below.

表 2 参试品种植株形态特征

Table 2 Pla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sted varieti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克新2号（CK）Kexin 2
爱兰2号 Ailan 2
LK99
希森3号 Xisen 3
希森5号 Xisen 5
希森6号 Xisen 6
苏兰1号 Sulan 1
冀张薯12号 Jizhangshu 12
荷兰15号 Helan 15
延薯10号 Yanshu 10

出苗率

（%）
Emergence

92.00
93.90
98.00
89.00
90.00
100
93.00
99.00
100
96.00

茎粗

（mm）
Stem diameter

12.24 cCD
13.63 bcBC
11.04 cdD
14.32 bB
10.82 dD
14.17 bB
11.51 cdCD
16.33 aA
12.16 cdCD
14.60 bB

株高

（cm）
Plant height

68.83 bcCD
71.67 bcBC
57.00 deEF
51.50 eF
58.10 deDEF
73.60 bBC
82.50 aAB
85.80 aA
65.30 cdCDE
70.20 bcC

主茎数

（No.）
Main stem
number
2.83
2.64
2.23
4.36
3.21
2.18
1.72
2.14
2.38
3.96

茎色

Stem
color

绿

浅紫

绿

深绿

深绿

深绿

绿

浅绿

绿

浅绿

叶色

Leaf
color

绿

深绿

绿

深绿

深绿

深绿

绿

浅绿

绿

浅绿

花繁茂性

Flower
frequency

中

中

中

中

中

多

中

多

少

中

花冠色

Corolla
color

淡紫

紫

白

蓝

白

白

白

浅紫

浅紫

白

株型

Plant
type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扩散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花期长短

Flowering
length

短

中

短

短

短

短

中

长

短

长

复叶大小

Compound
leaf size

中

大

小

小

小

小

小

中

中

中

结实性

Berry
set

少

无

无

无

多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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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叶深绿，花繁茂性中，花冠蓝，株型半直立，

花期短，复叶小，结实性无，平均主茎数 4.36
个，主茎粗 14.32 mm。‘希森 5号’茎叶深绿，

花繁茂性中，花冠白，株型扩散，花期短，复

叶小，结实性多，平均主茎数 3.21个，茎粗

10.82 mm。‘希森 6号’茎叶深绿色，花多，花冠

白，株型直立，花期短，复叶小，结实性无，平

均主茎数 2.18个，茎粗 14.17 mm。‘苏兰 1号’茎

叶绿色，花繁茂性中，花冠白，株型直立，花期

中，复叶小，结实性无，平均主茎数 1.72个，茎

粗 11.51 mm。‘冀张薯 12号’茎叶浅绿，花繁茂性

多，花冠浅紫，株型直立，花期长，复叶中，结

实性无，平均主茎数 2.14个，茎粗 16.33 mm。

‘荷兰 15号’茎叶绿，花繁茂性少，花冠浅紫，株

型直立，花期短，复叶中，结实性无，平均主茎

数 2.38个，茎粗 12.16 mm。‘延薯 10号’茎叶浅

绿，花繁茂性中，花冠白，株型直立，花期长，

复叶中，结实性无，平均主茎数 3.96个，茎粗

14.60 mm。‘希森 3号’主茎数最多，为 4.36个，

较‘克新 2号’（CK）多 1.53个，较主茎数最少的

‘苏兰 1号’多 2.64个。‘冀张薯 12号’茎粗最高，

为 16.33 mm，较‘克新 2号’（CK）高 4.09 mm，较

茎粗最低的‘希森 5号’高 5.51 mm。各参试品种出

苗率在 89.00%~100%，‘希森 3号’出苗率最低，

为 89.00%，较‘克新 2号’低 3.00个百分点，‘希

森 6号’和‘荷兰 15号’出苗率 100%，较‘克新 2号
’高 8.00个百分点。茎粗在 10.82~16.33 mm，‘冀

张薯 12号’茎粗最高，为 16.33 mm，与其余品种

茎粗差异极显著。株高在 51.50~85.80 cm，‘冀张

薯 12号’株高最高，为 85.80 cm，其次是‘苏兰 1
号’82.50 cm，‘冀张薯 12号’株高与其余品种（‘苏

兰 1号’除外）差异极显著；‘希森 3号’株高最低，

较‘克新 2号’低 17.33 cm。

2.3 块茎性状

各参试品种块茎整齐度均为整齐，芽眼均

浅，结薯均集中，食味均优，其余块茎性状有区

别（表 3）。‘克新 2号’薯形椭圆，薯皮黄、光滑，

淡黄肉，芽眼少，食味优，淀粉含量 15.92%。

‘爱兰 2号’薯形扁圆，薯皮淡黄光滑，黄肉，芽

眼数中，淀粉含量 9.82%。‘LK99’薯形椭圆，薯

表 3 参试品种块茎性状

Table 3 Tuber characters of tested varieti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克新2号（CK）Kexin 2
爱兰2号 Ailan 2
LK99
希森3号 Xisen 3
希森5号 Xisen 5
希森6号 Xisen 6
苏兰1号 Sulan 1
冀张薯12号 Jizhangshu 12
荷兰15号 Helan 15
延薯10号 Yanshu 10

块茎整齐度

Tuber
uniformity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整齐

薯形

Tuber
shape

椭圆

扁圆

椭圆

长筒

椭圆

长椭圆

扁圆

长圆

长筒

圆

皮色

Skin
color

黄

淡黄

黄

黄

淡黄

黄

黄

淡黄

黄

黄

薯皮类型

Skin
type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略麻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略麻

肉色

Flesh
color

淡黄

黄

黄

黄

白

黄

白

白

黄

白

芽眼 Eye
多少

Quantity
少

中

少

少

少

少

少

少

少

少

深浅

Depth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结薯习性

Tuber-forming
habit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集中

淀粉含量

（%）
Starch
content
15.92
9.82
12.52
12.43
16.94
14.21
10.64
11.72
11.96
12.26

食味

Taste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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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黄光滑，黄肉，芽眼数少，淀粉含量 12.52%。

‘希森 3号’薯形长筒形，黄皮光滑，黄肉，芽眼

数少，淀粉含量 12.43%。‘希森 5号’薯形椭圆，

淡 黄 皮 略 麻 ， 白 肉 ， 芽 眼 数 少 ， 淀 粉 含 量

16.94%。‘希森 6号’薯形长椭圆，黄皮光滑，黄

肉，芽眼数少，淀粉含量 14.21%。‘苏兰 1号’薯

形扁圆，黄皮光滑，白肉，芽眼数少，淀粉含量

10.64%。‘冀张薯 12号’薯形长圆，淡黄皮光滑，

白肉，芽眼数少，淀粉含量 11.72%。‘荷兰 15号
’薯形长筒形，黄皮光滑，黄肉，芽眼数少，淀

粉含量 11.96%。‘延薯 10号’薯形圆，黄皮略麻，

白肉，芽眼数少，淀粉含量 12.26%。‘希森 5号’

淀粉含量最高，为 16.94%，较‘克新 2号’（CK）高

1.02个百分点，较淀粉含量最低的‘爱兰 2号’高

7.12个百分点。

2.4 抗病性

各参试品种植株病情调查结果表明（表 4），

‘克新 2号’（CK）花叶病毒病发病率 33.33%，病情

指 数 2.13， 早 疫 病 发 病 率 30.00%， 病 情 指 数

10.40，环腐病发病率 13.33%，病情指数 1.07，无

黑胫病发生，烂薯率 3.60%。‘LK99’‘希森 6号’

‘冀张薯 12号’‘荷兰 15号’无病毒病发生。除

‘LK99’‘冀张薯 12号’‘希森 6号’‘荷兰 15号’外，

其余品种均发生环腐病。‘希森 6号’‘苏兰 1号’

‘延薯 10号’出现黑胫病，其余品种未发生。‘希

森 6号’早疫病发病率 56.67%，病情指数 13.33，
黑胫病发病率 20.00%，病情指数 1.33，烂薯率

3.20%。‘冀张薯 12号’早疫病发病率 26.67%，病

情指数 7.20，烂薯率 0。‘荷兰 15号’早疫病发病

率 53.33%，病情指数 18.93，烂薯率 1.80%。‘延

薯 10号’花叶病发病率 13.33%，病情指数 0.80，
早疫病发病率 36.67%，病情指数 14.90，环腐病

发病率 13.33%，病情指数 0.53，黑胫病发病率

6.67%，病情指数0.27，烂薯率1.30%。‘希森5号’

病毒病病情指数最高，为 4.27，较‘克新 2号’高

2.14。‘荷兰 15 号’早疫病病情指数最高，为

18.93，较‘克新 2号’高 8.53，较‘希森 6号’和‘冀

张薯 12号’分别高 5.60、11.73。‘希森 5号’环腐

表 4 参试品种植株病情情况

Table 4 Disease resistance of tested varieti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克新2号（CK）Kexin 2
爱兰2号 Ailan 2
LK99
希森3号 Xisen 3
希森5号 Xisen 5
希森6号 Xisen 6
苏兰1号 Sulan 1
冀张薯12号 Jizhangshu 12
荷兰15号 Helan 15
延薯10号 Yanshu 10

病毒病 Viral disease
类型

Type

花叶

花叶

无

卷叶

卷叶

无

花叶

无

无

花叶

发病率

（%）
Incidence
33.33
46.67
0
53.33
60.00
0
20.00
0
0
13.33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2.13
3.20
0
3.47
4.27
0
1.60
0
0
0.80

早疫病 Late blight
发病率

（%）
Incidence
30.00
63.34
50.00
43.34
26.67
56.67
40.00
26.67
53.33
36.67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0.40 cCDE
16.20 abAB
13.07 bcBCD
14.13 bBC
7.73 dE
13.33 bcBCD
8.80 dDE
7.20 dE
18.93 aA
14.90 bBC

环腐病 Ring rot
发病率

（%）
Incidence
13.33
6.67
0
26.67
33.33
0
6.67
0
0
13.33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07
0.27
0
1.60
2.40
0
0.27
0
0
0.53

黑胫病 Black leg
发病率

（%）
Incidence
0
0
0
0
0
20.00
13.33
0
0
6.67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
0
0
0
0
1.33
1.07
0
0
0.27

烂薯率（%）
Diseased
tuber

3.60
20.20
3.60
2.30
2.50
3.20
3.40
0
1.8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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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情指数最高，为 2.40，较‘克新 2号’高 1.33。
‘爱兰 2号’烂薯率最高，为 20.20%。从病情调查

情况综合来看，各品种 6月正处花期，高温高湿

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植株易发生早疫病，早熟品种发

病率高，应加强田间管理，及时药剂防治。

2.5 产量和产量性状

参试品种单株块茎数在 4.41~7.23个，‘苏兰 1
号’的单株块茎数最多，为 7.23个，‘希森 5号’次

之；‘LK99’单株块茎数最少为 4.41个，较‘苏兰 1
号’少 2.82个；‘苏兰 1号’与其余品种单株块茎数

呈极显著差异（表 5）。

参试品种单株生产力在 0.54~1.09 kg，‘希森 6
号’单株生产力最高，为 1.09 kg，其次是‘荷兰 15
号’‘冀张薯12号’‘延薯10号’，单株生产力分别较

‘克新 2号’（CK）增加 0.20，0.18，0.09和 0.03 kg；
‘希森 6号’‘荷兰 15号’‘冀张薯 12号’单株生产力

与‘LK99’和‘希森 5号’差异极显著。参试品种平

均薯重在 96.88~238.84 g，‘荷兰 15号’平均薯重

最高，为 238.84 g，较‘克新 2号’高 40.18 g；‘希

森 5号’平均薯重最低，为 96.88 g，较‘克新 2号’

低 101.78 g，较‘希森 6号’低 111.53 g（表 5）。

参试品种商品薯率为80.55%~95.81%，‘克新2
号’商品薯率最高，为 95.81%，其次是‘希森 3号’

‘荷兰15号’‘冀张薯12号’‘希森6号’‘延薯10号’，

‘希森5号’商品薯率最低，较‘克新2号’低15.26个
百分点；‘克新 2号’商品薯率与‘LK99’差异显著，

与‘希森5号’差异极显著（表5）。
参试品种产量存在显著差异（表 5）。‘希森 6

号’折合产量最高，为 54 540 kg/hm2，其次是‘荷

兰 15号’‘冀张薯 12号’‘延薯 10号’，分别较‘克

新 2 号 ’（CK）增 产 22.32%、 19.50%、 9.37%、

3.41%。‘LK99’折合产量最低，为 27 115 kg/hm2，

较‘克新 2号’减产 39.19%。‘希森 5号’‘爱兰 2
号’‘希森 3号’‘苏兰 1号’折合产量分别较‘克新 2
号’减产33.79%、4.67%、4.46%、2.90%。‘希森6号’

‘荷兰15号’‘冀张薯12号’商品薯分别较当地主栽品

种‘克新2号’（CK）增产7 736，6 937和2 397 kg/hm2，

分别增收 12 377.60，11 099.20，3 835.20元/hm2

（当地马铃薯收购价 1.60元/kg）。

表 5 参试品种产量和产量性状

Table 5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of tested varieties

品种（系）

Variety (line)

克新2号（CK）Kexin 2
爱兰2号 Ailan 2
LK99
希森3号 Xisen 3
希森5号 Xisen 5
希森6号 Xisen 6
苏兰1号 Sulan 1
冀张薯12号 Jizhangshu 12
荷兰15号 Helan 15
延薯10号 Yanshu 10

单株块茎

数（No.）
Tuber number
per plant
4.42 cC
5.52 bcBC
4.41 cC
5.60 bcBC
6.09 bB
5.23 bcBC
7.23 aA
4.88 cC
4.60 cC
4.50 cC

单株生产

力（kg）
Yield per
plant
0.89 bB
0.85 bB
0.54 cC
0.85 bB
0.59 cC
1.09 aA
0.87 bB
0.98 aAB
1.07 aA
0.92 bAB

平均薯重（g）
Mean tuber
weight

198.66
153.99
122.45
151.79
96.88
208.41
120.33
213.04
238.84
188.52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rate

95.81 aA
86.93 abcAB
83.99 bcAB
93.48 abAB
80.55 cB
92.51 abAB
89.42 abcAB
92.64 abAB
93.20 abAB
91.16 abAB

小区平均

产量

（kg/15m2）
Yield per plot
66.88 abAB
63.76 bcBC
40.67 cC
63.90 bcBC
44.28 cC
81.81 aA
64.94 abAB
73.15 aA
79.92 aA
69.16 aAB

折合产量

（kg/hm2）
Equivalent
yield (kg/ha)
44 587
42 507
27 115
42 600
29 520
54 540
43 294
48 767
53 280
46 107

较对照±
（%）
Compared
with CK
-
-4.67
-39.19
-4.46
-33.79
22.32
-2.90
9.37
19.50
3.41

位次

Rank

5
8
10
7
9
1
6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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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河谷川道区早熟菜用型马铃薯种植具有土地

利用率高，增产增效，调整市场，带动农户种植

积极性等优势，能有效促进马铃薯生产全面转型

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高质量高级别脱毒种薯

是增产关键，为进一步促进当地马铃薯产业发

展，要发展早熟菜用型和主食化加工型马铃薯，

充分利用产业扶贫及乡村振兴方面的政策，大力

应用推广优质高级别脱毒种薯。新培育的优良品

种综合性状表现优势明显，要做好新品种引进试

验示范，为种植户筛选抗病高产优质新品种，同

时建立核心示范区，因地制宜进行规模化种植，

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当地多年种植的大多数品种

在生产上表现出薯块表皮粗糙，芽眼深，薯形不

好，品质低，抗逆性弱（低温、高温、干旱、盐

渍、土壤过湿、病害），商品薯率、产量较低及

生理性病害（畸形薯、青皮薯、空心薯、黑心薯、

龟裂等）等，导致马铃薯增产收益下降。当地马

铃薯多膜覆盖栽培（大棚 + 中拱棚 + 小拱棚 + 地

膜、大棚 +小拱棚 +地膜、大棚 +地膜、小拱棚

+ 地膜）作为轻简化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栽培模式，

受到众多种植户的青睐，其科学种植与管理技术

还需不断完善，而适宜栽培的优良品种呈待不断

更新筛选。

本试验中引进的品种先后在当地试种均表现

出较好的适应性，在统一种薯级别和熟性差异较

小的情况下开展引进筛选试验，部分品种生长期

间表现出的生育期[12]、熟性[13]、块茎性状[14]、病

害[15]、品质[16,17]、商品薯率和产量[18,19]等与其他报

道有所差异，可能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栽培管

理条件、土壤养分状况等不同所致；另有关品种

筛选试验研究中，未充分考虑种薯自身特性（如

种级、熟性、品质、适应性、抗逆性等）、生长

条件、栽培管理措施等因素，对品种综合特性评

价结果不知，表明不同品种适宜栽培区有一定的

局限性。不同品种对病毒病、早疫病、环腐病、

黑胫病等病害的抗性有差异，发病率与品种的抗

病性及生长环境条件密切相关；‘LK99’‘冀张薯

12号’‘荷兰 15号’发生早疫病对产量有所影响，

而其余品种发生 2种以上病害影响产量。从试验

研究结果综合分析可知，‘希森 6号’‘荷兰 15号’

‘冀张薯 12号’均较‘克新 2号’（CK）增产，综合性

状表现好，可考虑作为渭河流域区的更新换代品

种，应按当地需求情况（鲜食、早上市、外销等）

大力推广种植脱毒种薯，以解决当地品种缺乏问

题，在优化品种布局，改善饮食结构，增产和提

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集成推广高产

优质、节本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模式[20]。‘延

薯 10号’产量较对照稍增产，商品薯率、经济效

益较对照稍低，可考虑适当种植。‘LK99’‘希森 5
号’较对照减产较多，不宜大量种植。‘希森 3号’

‘苏兰 1号’较对照稍减产，可少量种植。在以后

的品种引进筛选中，要开展多年多点试验，综合

考虑高产、专用品质好、食味优、薯形好、芽眼

浅、中早熟、抗低温、抗病毒病、耐贮运等，将

引进的马铃薯品种特性进行系统性分析，并且考

虑利用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等[21]。

从本试验结果中可得出，‘希森6号’平均产量

为54 540 kg/hm2，较对照‘克新2号’增产22.32%，增收

12 377.60元/hm2；‘荷兰15号’产量为53 280 kg/hm2，

较对照增产19.50%，增收11 099.20元/hm2。‘冀张

薯 12 号 ’产量为 48 767 kg / hm2，较对照增产

9.37%，增收 3 835.20元/hm2；‘延薯 10号’产量

46 107 kg/hm2，较对照增产 3.41%，减收 1 100.25
元/hm2。‘LK99’产量最低，为 27 115 kg/hm2，较

对照减产 39.19%。‘苏兰 1号’‘希森 3号’‘爱兰 2
号’‘希森 5号’‘LK99’均较对照‘克新 2号’减产，

减幅 2.90%~39.19%。‘希森 6号’‘冀张薯 12号’

‘荷兰 15号’具有适应性、抗病性强，丰产性好，

块茎性状好，增产增效显著，综合性状表现好，

可作为川水地大面积示范推广种植的优势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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