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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est for Disease Resistance and Yield of Potato
Varieties in Semi-ari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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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replacement of potato varieties with new ones, five introduced varieties and a local

variety 'Xingdaping' were compared for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daptation, diseased resistance, yield and other

agronomic traits and new disease resistant variety was selected, which might be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Anding Distric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Qingshu 9' showed high plant vigor, the best resistance to both early and late blight, and the highest

yield (31 432 kg/ha), therefore, suitable for planting on a large scale in semi-ari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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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加快抗病性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通过对引进的5个马铃薯品种及当地对照品种‘新大坪’进行生物

学特性、适应性、抗病性和丰产性等综合农艺性状的比较试验，筛选适宜安定区种植的马铃薯抗病新品种。结果表

明，‘青薯9号’对马铃薯早疫病及晚疫病的抗病性均表现最好，田间长势表现好，且产量最高（31 432 kg/hm2），适宜

在半干旱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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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干旱区马铃薯品种抗病性和产量田间试验——杜梅香

定西市安定区地处甘肃省中部，区内气候温

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土壤富

含钾元素，雨热同季，海拔较高，自然气候条件

非常适宜马铃薯种植。2011年以来，安定区马铃

薯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常年稳定在 7.0 万 hm2左

右，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1,2]。马铃薯以其适

应性广、丰产、便于加工增值和经济效益高等特

点成为安定区最重要的农作物，也成为安定区农

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近年来，安定区区委、安

定区区政府立足当地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发展

特色经济，将马铃薯生产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主

导产业 [3-5]来抓。为增加全区马铃薯品种的多样

性，2014年安定区农业技术部门加大了对陇薯系

列、庄薯系列和青薯系列等马铃薯新品种的推广

力度，同时对新引进马铃薯品种进行了比较试

验，筛选出适合安定区不同生态区域种植的马铃

薯抗病新品种，为安定区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提

供后续贮备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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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6个：‘青薯9号’、‘陇薯3号’、

‘陇薯 6号’、‘陇薯 8号’、‘庄薯 3号’和‘新大坪’

（对照），各处理种薯均为凯凯公司提供的原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定西市安定区高峰乡明星村（东经

104°20'0.2"，北纬35°26'12.3"），海拔2 320 m，太阳

辐射量141.4 kcal/cm2，年平均日照时数2 490 h，年平

均气温 6.3 ℃，≥ 10 ℃有效积温 2 239.1 ℃，无霜

期120~150 d，境内年均降水量400 mm左右，年蒸

发量达 1 526 mm，属典型的大陆性雨养气候农业

区。试验所选地是旱川地，土壤类型为黑垆土，前

茬作物为玉米，而且近几年轮作倒茬较好、肥力适

中、地力中等、光照水热资源均衡；土壤基本理化

性质为：有机质 12.15 g/kg、全氮 0.71 g/kg、速效

氮 142.3 mg/kg、全磷 0.78 g/kg、速效磷 16.7 mg/
kg、全钾18.78 g/kg、速效钾157.8 mg/kg、pH 7.3。

结合秋季耕耱覆膜（全膜双垄沟标准化覆膜），

1次性施入农家肥 3 000 kg/667m2、过磷酸钙（P2O5
12%）70 kg/667m2、硫酸钾（K2O 33%）5 kg/667m2、

尿素（N 46%）6 kg/667m2。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品种为1
个处理，共6个处理，3次重复，18个小区。小区面

积 40 m2。小区间走道 40 cm，重复间走道 80 cm。
株、行距均40 cm，种植密度4 100株/667m2。

1.4 试验管理

试验于2014年5月6日播种，采用马铃薯播种

器点播，各处理采用黑色地膜3垄种植模式，田间

管理同大田。10月22日收获。

1.5 调查方法

1.5.1 田间调查

分别调查不同品种出苗期、现蕾期、开花期、

块茎膨大期和成熟期等生育时期以及各生育时期参

试品种的农艺性状表现，并在调查农艺性状时在现

蕾期、花期、成熟期和收获期，采用5点取样，每点

调查5~10株的全部叶片，按田间发病率和严重度分

级标准，统计各小区的早、晚疫病的各级病叶（株）

数及发病植株严重度级别，计算病株率和病情指数。

早、晚疫病病情分级标准[6,7]：

0级：无病；

1级：个别叶片上有个别病斑；

3级：病叶占全株总叶片数的 1/4以下，或植

株上部茎秆有个别小病斑；

5级：病叶占全株总叶片数的1/4~1/2，或植株

上部茎秆有典型病斑；

7级：病叶占全株总叶片数的 1/2以上，或植

株下部茎秆上有较大病斑；

9级：全株叶片几乎都有病斑，大部分叶片枯

死，甚至茎部也枯死。

在马铃薯成熟期对马铃薯产量构成要素进行调

查，并按小区单独收获，调查马铃薯产量。

1.5.2 数据处理

记录调查数据，计算病情指数，明确不同品种

在田间对该病的抗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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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情况

表 1数据显示，被测品种出苗期在 6月 18~22
日，出苗最早的是‘陇薯3号’和‘陇薯6号’，较对照

迟2 d，出苗最晚的是‘青薯9号’和‘庄薯3号’，较

对照迟6 d；现蕾期在7月3~9日；开花期在7月12~
22日，最早的是‘陇薯8号’，较对照迟2 d，最迟的

是‘青薯9号’，较对照迟12 d；成熟期在10月18~20
日，较对照迟10~12 d。生育期为122~128 d，与对

照‘新大坪’相比，生育期延长8~14 d，所有参试品

种在安定区种植都能正常成熟。

2.2 生长状况

从表 2得知，参试品种茎色均为绿色。叶色

为深绿色的品种有‘新大坪’、‘庄薯 3号’和‘青薯

9号’，绿色的品种有‘陇薯3号’、‘陇薯6号’和‘陇

薯 8号’；花冠为白色的品种有‘新大坪’、‘陇薯 3
号’、‘陇薯 6号’和‘陇薯 8号’，浅紫色的品种有

‘庄薯 3号’和‘青薯 9号’；‘庄薯 3号’的出苗率最

低为 68.8%，‘陇薯 3号’的出苗率最高为 98.9%；

株高为68~89 cm，较对照高3~24 cm；田间长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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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陇薯3号 Longshu 3
陇薯6号 Longshu 6
陇薯8号 Longshu 8
庄薯3号 Zhuangshu 3
青薯9号 Qingshu 9

茎色

Stem color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叶色

Leaf color
深绿

绿

绿

绿

深绿

深绿

花冠色

Corolla color
白

白

白

白

浅紫

浅紫

出苗率（%）

Emergence percentage
96.8
98.9
97.2
94.6
68.8
98.6

株高（cm）
Plant height

65
74
74
72
68
89

田间长势

Plant vigor
强

强

强

强

弱

强

薯形

Tuber type
椭圆

扁圆

圆

长椭圆

圆

椭圆

芽眼

Eye
浅

深

浅

较浅

浅

浅

品种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陇薯3号 Longshu 3
陇薯6号 Longshu 6
庄薯3号 Zhuangshu 3
陇薯8号 Longshu 8
青薯9号 Qingshu 9

播种期（D/M）
Sowing
06/05
06/05
06/05
06/05
06/05
06/05

出苗期（D/M）
Emergence

16/06
18/06
18/06
22/06
20/06
22/06

现蕾期（D/M）
Bud flower

01/07
03/07
03/07
09/07
03/07
09/07

开花期（D/M）
Flowering

10/07
18/07
15/07
20/07
12/07
22/07

成熟期（D/M）
Maturity
08/10
18/10
18/10
20/10
18/10
20/10

收获期（D/M）
Harvesting

22/10
22/10
22/10
22/10
22/10
22/10

生育期（d）
Growth duration

114
122
122
128
124
128

‘庄薯 3号’较弱外，其他品种都表现强。薯形‘新

大坪’和‘青薯 9号’为椭圆形，‘陇薯 3号’为扁圆

形，‘陇薯 6号’和‘庄薯 3号’为圆形，‘陇薯 8号’

为长椭圆形。‘新大坪’、‘陇薯6号’、‘庄薯3号’

和‘青薯9号’芽眼浅，‘陇薯3号’芽眼深，‘陇薯8
号’芽眼较浅。

表1 品种物候期

Table 1 Phenological phase of tested varieties

表2 品种植株性状

Table 2 Plant characteristics of tested varieties

2.3 不同品种对病害的影响

从表3看出，各品种早疫病的发病率由高到低的

顺序依次为：‘新大坪’＞‘陇薯3号’＞‘陇薯8号’＞

‘陇薯 6号’＞‘庄薯 3号’＞‘青薯 9号’。各品种早

品种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陇薯3号 Longshu 3
陇薯6号 Longshu 6
陇薯8号 Longshu 8
庄薯3号 Zhuangshu 3
青薯9号 Qingshu 9

发病率（%）Incidence
均值 Mean

18.67
8.69
7.30
7.61
1.76
1.43

0.05
a
b
c
c
d
d

0.01
A
B
C
C
D
D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均值 Mean

28.08
9.47
7.60
8.23
2.52
1.86

0.05
a
b
d
c
e
f

0.01
A
B
D
C
E
F

表3 品种早疫病病害指标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for early blight infection of tested varieties

注：采用LSD法进行平均数的多重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下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0.01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Note: Means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levels of 0.05 and 0.01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as tested
by LSD test.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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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的病情指数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新大

坪’＞‘陇薯 3号’＞‘陇薯 8号’＞‘陇薯 6号’＞‘庄

薯 3号’＞‘青薯 9号’。对照‘新大坪’最易感早疫

病，发病率最高，而‘青薯9号’早疫病的发病率及

病情指数除‘庄薯3号’外，与其他品种差异均达到

极显著水平。

从表 4看出，各品种晚疫病的发病率由高到

低的顺序依次为：‘新大坪’＞‘陇薯 6号’＞‘陇薯

8号’＞‘陇薯 3号’＞‘庄薯 3号’和‘青薯 9号’。

各品种晚疫病的病情指数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为：‘新大坪’＞‘陇薯6号’＞‘陇薯8号’＞‘陇薯3
号’＞‘庄薯3号’和‘青薯9号’。对照‘新大坪’极易

感晚疫病，‘青薯9号’和‘庄薯3号’未见晚疫病发

生，对晚疫病抗性表现最好，而陇薯系列对晚疫病

抗性居中。通过平均数多重比较，陇薯系列品种间

对晚疫病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与对照差异达到极显

著水平，与‘青薯9号’和‘庄薯3号’间差异也达到

极显著水平。

表4 品种晚疫病病害指标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for late blight infection of tested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陇薯3号 Longshu 3
陇薯6号 Longshu 6
陇薯8号 Longshu 8
庄薯3号 Zhuangshu 3
青薯9号 Qingshu 9

发病率（%）Disease incidence
均值 Mean

3.51
0.46
0.52
0.48
0
0

0.05
a
b
b
b
c
c

0.01
A
B
B
B
C
C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均值 Mean

4.02
0.46
0.52
0.48
0
0

0.05
a
b
b
b
c
c

0.01
A
B
B
B
C
C

2.4 不同品种产量比较

从表5中看出，‘青薯9号’、‘陇薯6号’、‘陇薯

3号’和‘陇薯8号’均较对照增产，折合产量分别为

31 432，30 765，29 015和28 264 kg/hm2，分别较对照

增产3 918，3 251，1 501和750 kg/hm2，而‘庄薯3号’

较对照减产。通过平均数多重比较，‘青薯9号’和

‘陇薯6号’与对照间产量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而

‘陇薯8号’、‘庄薯3号’与对照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品种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陇薯3号 Longshu 3
陇薯6号 Longshu 6
陇薯8号 Longshu 8
庄薯3号 Zhuangshu 3
青薯9号 Qingshu 9

小区产量（kg/40m2）

Plot yield
1

112
119
124
114
107
126

2

110
117
120
115
113
124

3

108
112
125
110
109
127

平均Average
110.0
116.0
123.0
113.0
109.7
125.7

折合产量

（kg/hm2）

Equivalent yield
(kg/ha)

27 514
29 015
30 765
28 264
27 430
31 432

较CK增减

（kg/hm2）

Compared to CK
(kg/ha)

-
1 501
3 251
750
-84

3 918

增幅（%）

Increase

-
5.46

11.82
2.73

-0.31
14.24

排名

Rank

5
3
2
4
6
1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0.05

c
b
a
bc
c
a

0.01

C
BC
AB
C
C
A

表5 品种产量结果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for yield of tested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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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通过本次抗病性田间试验结果表明，‘青薯 9
号’的生育期 128 d，为晚熟品种，田间长势表现

好，薯形椭圆，芽眼浅，早疫病及晚疫病发病率

及病情指数均最低，且产量最高，为 31 432 kg/
hm2。‘陇薯 6号’综合表现性状较好，产量居第 2
位，为 30 765 kg/hm2，陇薯系列各品种之间晚疫

病抗病性差异不显著，但均较对照抗病。根据前

人研究结果 [8-10]，结合本试验数据，建议‘青薯 9
号’在半干旱区大面积推广种植，‘陇薯 6号’进一

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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