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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of Potato Varieties Planted with Double-Film in Changli County
JIA Mingfei, FAN Jianying, LI Dongyu, XIANG Congchao, FENG Zhiming, HU Jinxue, ZHANG Shuqing*

( Shijiazhu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

AAbstract:bstract: A selection experiment of potato varieties under double-film planting pattern was carried out in Changli

County in 2020 and 2021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potato double-film planting in Changli County,

Qinhuangdao City, a Hebei's double cropping area. The growth period, tuber traits, main biological traits and economic

traits of nine potato varieties were tested using the local main plant variety 'Zhongshu 5' as a control. 'Xisen 6' is a

potato variety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the double cropping area of Changli County. Its growth period was in line with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cycle, and its tuber appearance, growth and yield were better. It was resistant to early blight

and common scab, and the yield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variety 'Zhongshu 5'. In 2020 and 2021, it yielded 57 456

and 56 952 kg/ha, and the yield increase rate was 30.66% and 15.47%,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It could

be promoted and demonstrated in Changli County as a suitable double-film planting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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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河北省二季作区优势产区秦皇岛市昌黎县马铃薯两膜种植高效发展，于 2020和 2021年在昌黎县进

行了两膜种植下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以当地主栽品种‘中薯5号’为对照，对9个马铃薯品种的物候期、块茎性状、主要生

物学性状以及经济性状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希森 6号’为适宜昌黎县两膜覆盖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其生育期符合当

地栽培周期，薯块性状、生长情况及产量等综合性状表现较好，较抗早疫病和疮痂病，产量优于对照品种‘中薯 5号’，两

年产量分别为57 456和56 952 kg/hm2，增产率分别为30.66%和15.47%。该品种可作为适宜两膜种植品种在昌黎县进行推广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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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营养价值高、栽培适应性广、种植效益

较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作物[1]。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国和消费国[2]，随着马铃薯主

粮化战略的提出和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迎来良好

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3]。近年来，河北省二季作区马

铃薯产业持续发展，目前面积达4万hm2左右，占河

北省马铃薯总种植面积的20%左右[4]。

昌黎县是河北省二季作区马铃薯主产区，其土

壤多为褐土，通透性良好且降水充足，十分适宜马

铃薯生长，而且当地属于大陆性气候，温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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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淀粉积累，马铃薯生产品质相对较高[5]。目前

昌黎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万hm2左右，占河北省二

季作区总面积的25%左右，是全县播种面积最大的

蔬菜作物，马铃薯生产已初步形成产业化，在马铃

薯种植的主要乡镇，马铃薯种植的收入占菜农总收

入的1/3~1/2。昌黎县现在主要种植的马铃薯品种为

‘中薯5号’，约占种植面积的80%[6]，种植模式主要

为地膜栽培，近年来，由于地膜马铃薯大量集中上

市，收购价格持续下跌，农民种植效益明显下降。

为了使马铃薯提早上市，增加农民收益，两膜覆盖

种植逐渐在全县普及，面积逐年增加，地膜种植中

采用的品种‘中薯5号’在两膜种植中存在芽眼偏深、

不抗疮痂病等问题。品种单一和选择范围小已成为

制约昌黎县两膜覆盖马铃薯发展的重要问题。本试

验通过引进适宜二季作区栽培的马铃薯品种，目的

是筛选适宜昌黎县马铃薯两膜覆盖种植的品种，为

当地种植进行推荐。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以当地主栽品种‘中薯 5号’为对照，对 4
个早熟、2个中早熟、2个中熟以及 1个中晚熟马

铃薯品种进行两膜覆盖种植下的品种比较试验

（表 1）。

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熟性

Maturity
早熟

中熟

中熟

早熟

早熟

中晚熟

早熟

早熟

中早熟

中早熟

来源

Source
中国农业科学院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长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北方学院

北方学院

表1 参试马铃薯品种熟性及来源

Table 1 Maturity and source of tested potato varieties

1.2 试验地概况

2020和2021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新集镇

进行试验，地理位置介于N 39°22'～39°48'，E 118°
45'～119°20'。无霜期210 d，最大冻土深度53 cm，
冰冻期117 d，土质为褐土，肥力较强，地块平整。

2020年生产季气温为-4~29℃，2021年生产季气温

为-3~20℃。多年均降水量 527.0 mm。试验在同一

地块冷棚内进行，冷棚内覆盖地膜进行种植。试验

地近几年有疮痂病发生。

1.3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设3次重复。小区内

行距0.5 m，株距0.3 m，每行25株，小区面积24 m2

（4 m × 6 m）。
1.4 播种及田间管理

1.4.1 播 种

分别于 2020年 2月 13日和 2021年 2月 21日播

种。密度6.3万株/hm2。冷棚内覆盖地膜种植。冷棚

内用开沟机开沟，人工点种，培土机培土后覆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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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施 肥

两年试验施肥及管理情况一致，底肥施用三元

复合肥（N：P2O5：K2O = 16：8：18）1 800 kg/hm2，追肥施

用三元复合肥（N：P2O5：K2O = 15：5：27）1 500 kg/hm2，

随水冲施。

1.4.3 施 药

施用10%氟噻唑吡乙酮和20%苯甲·咪鲜胺进

行早晚疫病防治，施用噻虫嗪和高效氯氰菊酯进行

地下害虫防治。

1.5 数据调查

根据《NY/T 1489-2007农作物品种试验技术规

程 马铃薯》[7]标准，调查不同品种出苗期、开花期、

现蕾期和成熟期。调查不同品种植株和块茎外观性

状及病害发生情况。

分别于 2020年 6月 10日和 2021年 6月 15日收

获，按小区测产。收获时在不同小区分别选取不同

品种10株单株记录单株结薯数、单株商品薯重，计

算商品薯率。

每个小区取点 3个，每点取 10株进行病害调

查。病害调查主要为早疫病和疮痂病（河北二季作

区主要病害），病情指数统计方法均按照方中达[8]的

方法进行。早疫病调查对象为叶片，分级标准为：

0级，整株叶片无病斑；1级，极少量叶片有少量

病斑；3级，整株1/4以下叶片有病斑；5级，全株

1/4～1/2叶片有病斑；7级，全株1/2以上的叶片有

病斑；9级，全株叶片有病斑，或大部分叶片枯死。

发病率（%）=发病株数/调查总株数 × 100
病情指数 = [∑（各级病叶数 ×相对级数值）/（调

查总叶数 ×最高级别数）] × 100
抗病性评价标准：高抗HR，病情指数≤1；抗病

R，1<病情指数≤10；中抗MR，10<病情指数≤20；
中感MS，20<病情指数≤30；感病S，30<病情指数≤
40；高感HS，病情指数>40。

疮痂病调查对象为块茎，分级标准为：0级，

无病斑；1级，病斑面积未超过薯皮表面积的1/4；2
级，病斑面积占薯皮表面积的1/3～1/2；3级，病斑

面积大于薯皮表面积的1/2。
病情指数 = ∑[（各病级块茎数 × 该病级代表

值）/（调查总块茎数 ×最高级代表值）] × 100

1.6 数据统计和处理

试验数据整理分析均采用 Excel 2017和 DPS
7.05软件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各品种均能自然成熟。2020年各品种出苗期为

3月10~16日；现蕾期为3月25日~4月2日；开花期

为4月4~10日；成熟期为5月10日~6月3日。各物

候期出现最早的均为‘石薯2号’。各品种生育天数

为61~81 d，其中‘石薯2号’最短，为61 d，较‘中薯

5号’（CK）早10 d；‘北方002’和‘中薯27’最长，均

为81 d，较对照晚10 d（表2）。
2021年各品种出苗期为3月19~22日；现蕾期

为4月3~9日；开花期为4月14~22日；成熟期为5
月20日~6月14日。各品种物候期出现最早的均为

‘石薯2号’。各品种生育天数为61~85 d。其中‘石薯

2号’最短，为61 d，较中薯‘中薯5号’（CK）早6 d；
‘北方009’最长，为85 d，较对照晚18 d（表3）。
2.2 块茎性状

‘石薯1号’‘北方002’和‘北方009’薯形均为长

椭圆，‘中薯早 35’‘中薯早 43’‘中薯 27’和‘石薯 2
号’为卵圆，‘黄肉2226’和‘希森6号’为椭圆，对照

品种‘中薯5号’为扁圆。‘中薯27’‘石薯1号’和‘北

方009’为浅黄皮浅黄肉，‘石薯2号’和‘北方002’为
浅黄皮黄肉，对照品种‘中薯 5号’为黄皮浅黄肉，

其他品种均为黄皮黄肉。所有品种表皮均光滑。‘北

方009’和对照品种‘中薯5号’芽眼较浅，其他品种

芽眼均浅（表4）。
2.3 生物学特性

两年的试验中，抗早疫病较强的品种有‘黄肉

2226’‘希森6号’‘中薯早35’‘中薯早43’‘北方002’
和‘北方 009’，其中‘中薯早 35’和‘中薯早 43’在
2021年表现为高抗早疫病。‘希森6号’2020和2021
年疮痂病病情指数显著小于对照和其他品种，为所

有品种中抗疮痂病表现最好的品种。对照品种‘中薯

5号’中抗早疫病，易感疮痂病（表5）。
2.4 经济性状

2020年所有参试品种中，‘黄肉 2226’‘希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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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出苗期（D/M）
Emergence
14/03
15/03
16/03
14/03
14/03
14/03
13/03
10/03
14/03
14/03

现蕾期（D/M）
Bud flower
28/03
29/03
29/03
27/03
28/03
02/04
27/03
25/03
01/04
01/04

开花期（D/M）
Flowering
07/04
10/04
10/04
06/04
07/04
10/04
05/04
04/04
10/04
10/04

成熟期（D/M）
Maturity
24/05
01/06
03/06
20/05
22/05
03/06
20/05
10/05
03/06
01/06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71
77
79
67
69
81
69
61
81
79

表2 2020年各品种马铃薯物候期

Table 2 Phenological period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in 2020

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出苗期（D/M）
Emergence
21/03
22/03
21/03
20/03
20/03
21/03
20/03
19/03
21/03
21/03

现蕾期（D/M）
Bud flower
07/04
09/04
08/04
07/04
05/04
09/04
07/04
03/04
09/04
09/04

开花期（D/M）
Flowering
17/04
20/04
21/04
17/04
17/04
22/04
16/04
14/04
22/04
22/04

成熟期（D/M）
Maturity
30/05
11/06
11/06
29/05
30/05
11/06
26/05
20/05
13/06
14/06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67
79
79
66
67
82
66
61
84
85

表3 2021年各品种马铃薯物候期

Table 3 Phenological period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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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薯形

Tuber shape
扁圆

椭圆

椭圆

卵圆

卵圆

卵圆

长椭圆

卵圆

长椭圆

长椭圆

皮色

Skin color
黄

黄

黄

黄

黄

浅黄

浅黄

浅黄

浅黄

浅黄

肉色

Flesh color
浅黄

黄

黄

黄

黄

浅黄

浅黄

黄

黄

浅黄

表皮光滑度

Skin smoothness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光滑

芽眼深浅

Eye depth
较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浅

较浅

表4 各品种马铃薯薯块性状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tuber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叶色

Leaf color

深绿

深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深绿

深绿

茎色

Stem color

绿

深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花色

Flower color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浅紫

浅紫

紫红

浅紫

抗病性 Disease resistance
早疫病
Early blight
2020
MR
R
R
R
R
MR
MS
S
R
R

2021
MR
R
R
HR
HR
MR
MS
S
R
R

疮痂病
Scab
2020
27.73 a
23.84 a
5.48 e
15.46 bc
16.79 b
13.17 bcd
12.08 cd
13.65 bcd
8.26 d
17.55 b

2021
31.88 a
27.29 b
7.07 f
18.54 cd
16.58 d
12.87 e
12.19 e
19.09 cd
18.00 cd
19.65 c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0.05），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测验。下同。

Not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as tested using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method.
The same below.

表5 各品种马铃薯生物学特性

Table 5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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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石薯1号’和‘石薯2号’单株块茎数均显著大于

对照‘中薯 5号’，分别为 5.0，5.2，5.0和 5.2个，

2021年‘希森6号’单株块茎数显著大于对照，为5.4
个。2020和2021年‘希森6号’和‘石薯1号’单株商

品薯重均显著大于对照‘中薯5号’，2020年分别为

1.05和 1.08 kg，2021年分别为 1.13和 1.02 kg。‘希

森 6号’在 2020和 2021年连续 2年商品薯率均优

于对照‘中薯 5号’，两年商品薯率分别为 94.51%
和 93.43%（表 6）。

2.5 产 量

2020年‘希森6号’产量显著高于对照品种‘中薯

5号’，为57 456 kg/hm2，较对照增产13 482 kg/hm2，

产量增幅达30.66%；‘黄肉2226’和‘石薯1号’产量

表现优于对照，但未达显著水平，分别为47 124
和49 770 kg/hm2，增幅分别为7.16%和13.18%，其

他品种产量均低于CK。2021年‘希森6号’产量表现

优于对照，但未达显著水平，为56 952 kg/hm2，产

量增幅为15.47%，其他品种产量均低于对照（表7）。

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单株块茎数（No.）
Tuber number per plant
2020
3.4 c
5.0 ab
5.2 a
2.8 c
2.8 c
4.2 abc
5.0 ab
5.2 a
4.0 abc
3.6 bc

2021
3.6 bcd
4.8 abc
5.4 a
3.2 d
3.4 cd
3.8 bcd
5.0 ab
4.0 bcd
3.8 bcd
3.4 cd

单株商品薯重（kg）
Marketable tuber weight per plant
2020
0.75 bcd
0.94 ab
1.05 a
0.60 d
0.78 bcd
0.64 cd
1.08 a
0.87 abc
0.80 bcd
0.79 bcd

2021
0.80 cde
0.97 abc
1.13 a
0.73 de
0.86 bcd
0.60 e
1.02 ab
0.75 de
0.80 cde
0.69 de

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2020
90.88
89.92
94.51
90.02
90.20
77.67
95.12
88.20
90.06
87.20

2021
91.52
90.00
93.43
89.26
90.08
78.02
90.58
89.30
91.20
88.56

表6 各品种马铃薯经济性状

Table 6 Economic trait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3 讨 论

近年来，因为种植效益突出和鲜食品质较好，

早熟品种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其对促农增收以及保

证鲜薯供应意义重大[9]。马铃薯品种筛选试验是目前

广泛进行的对马铃薯品种在当地适应性优劣的考核

试验，旨在加速主要或优势产区良种更迭，促进当

地产业高效发展[10]。二季作区由于生育季节较短，

整个栽培期约90 d左右[11]，对马铃薯熟性要求较为

严格，因此只适应于早熟和中早熟马铃薯品种种植。

河北二季作区由于气候原因，晚疫病发生较轻，在

主要产区昌黎县，早疫病和疮痂病是影响产量的主

要病害，因此，在熟性和经济性状的基础上，选育

和推广抗病性强的马铃薯品种对当地产业健康发展

意义重大。

本研究以早熟马铃薯品种‘中薯5号’为对照，其

在河北省二季作区种植大县昌黎县为主要种植品种，

种植面积约0.8万hm2左右，其应用主要为地膜和两膜

种植，由于近年来昌黎县两膜覆盖马铃薯种植面积日

益扩大，目前已达到约0.33万hm2种植规模。

为了解决品种单一化问题，筛选更加适合该种植

区域两膜种植的马铃薯品种，2020和2021年对9个马

昌黎县两膜种植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贾明飞，樊建英，李东玉，等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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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品种进行筛选试验，综合马铃薯生育期长短、农

艺性状（薯皮、薯肉、薯形、芽眼深浅）、抗病性（早

疫病、疮痂病）和产量（商品薯产量、商品率、总产

量），结果显示，与对照相比，‘希森6号’连续两年表

现优异，其生育期为79 d，符合二季作区栽培要求；

薯形为椭圆形，薯皮和薯肉颜色均为黄色，表皮光

滑，芽眼浅，市场欢迎度高；较抗早疫病和疮痂病。

经济性状显著优于对照‘中薯5号’，结薯性好，两年

单株薯块数分别为5.2和5.4个；单株商品薯重两年分

别为1.05和1.13 kg；商品薯率高，两年分别为94.51%
和93.43%；两年产量分别为57 456和56 952 kg/hm2，

与对照相比两年增幅分别达30.66%和15.47%。

2020年播种以后，河北二季作区因为气温的影

响，大部分地区均发生了倒春寒的现象，地膜种植的

马铃薯最终产量均受到了影响。从本试验的最终结果

来看，在两膜种植下，低温胁迫对于本试验品种的影

响较小，‘希森6号’在两膜覆盖条件下生长情况良好，

产量较高，但其在昌黎县两膜种植条件下的产品品质

是否优于主栽品种‘中薯5号’有待下一步试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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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Variety

中薯5号（CK）Zhongshu 5
黄肉2226 Huangrou 2226
希森6号 Xisen 6
中薯早35 Zhongshuzao 35
中薯早43 Zhongshuzao 43
中薯27 Zhongshu 27
石薯1号 Shishu 1
石薯2号 Shishu 2
北方002 Beifang 002
北方009 Beifang 009

2020年产量
（kg/hm2）
Yield in 2020
(kg/ha)

43 974 bcd
47 124 bc
57 456 a
33 768 d
38 556 cd
34 902 d
49 770 ab
37 170 cd
35 658 d
37 926 cd

与CK相比
Compared with CK
增产（kg/hm2）
Increased yield
(kg/ha)
-
3 150
13 482
-10 206
-5 418
-9 072
5 796
-6 804
-8 316
-6 048

增幅（%）
Increased
percentage
-
7.16
30.66
-23.21
-12.32
-20.63
13.18
-15.47
-18.91
-13.75

2021年产量
（kg/hm2）
Yield in 2021
(kg/ha)

50 148 ab
43 974 b
56 952 a
47 124 ab
45 108 b
39 438 b
48 762 ab
44 982 b
42 084 b
41 328 b

与CK相比
Compared with CK
增产（kg/hm2）
Increased yield
(kg/ha)
-
-6 174
6 804
-3 024
-5 040
-10 710
-1 386
-5 166
-8 064
-8 820

增幅（%）
Increased
percentage
-
-12.31
15.47
-5.31
-10.70
-23.74
-3.51
-10.59
-17.93
-20.96

表7 各品种马铃薯产量

Table 7 Yields of various potato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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