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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Screening of New Potato Varieties Suitable for Growing in
Arid Areas of Central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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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Five potato varieties were introduced and evaluated for agronomic traits, yield and disease resistance using

‘Xindaping’as a control variety.‘Longshu 6’and‘Qingshu 9’were vigorous in plant growth, set 7 and 8 tubers per hill

respectively, had shallow eyes, were disease resistant, had high yield and high marketable tuber percentage with yield

increase being by 22.99% and 9.64% respectively and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variet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Longshu 6' and 'Qingshu 9' be extended while 'Xindaping' continue to be planted in the arid areas of central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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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引进5个马铃薯品种，以‘新大坪’为对照，评价马铃薯的农艺性状、产量和抗病性。‘陇薯6
号’和‘青薯9号’田间生长势强，单株结薯数分别为7个和8个，芽眼浅，抗病性强，产量表现好，商品率高，较

对照增产分别为22.99%和9.64%，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建议在种植当家品种‘新大坪’的同时，扩大推广‘陇薯

6号’和‘青薯9号’的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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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安定区是甘肃省马铃薯主要生产区，也

是全省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作为“马铃薯之乡”，

多年来马铃薯种植面积都稳定在 7万 hm2左右，马

铃薯生产已经成为当地主导产业[1,2]。多年主栽品种

‘新大坪’薯皮光滑、芽眼浅、淀粉含量高、还原糖

低，食用品质优良，口感好[3]，但易感病、高感晚

疫病，产量低，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抗

病高产优质品种的缺乏，很大程度影响了马铃薯产

业发展，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据研究，‘陇薯6号’、

‘紫云1号’、‘青薯9号’等品种品质、产量及抗病

性表现良好 [4-6]，为此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 2013年引进了 5个马铃薯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

旨在筛选适合安定区生态条件下种植的马铃薯优良

新品种，顺应市场需要，为安定区马铃薯产业提升

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基本概况

试验设在青岚乡赵家岔村靳湾老社农户的梯

田地中，土壤肥力中等，年平均气温 6.4℃，多年

平均降雨量 400 mm，无霜期 142 d，海拔高度为

2 192 m，土壤类型为淡黑垆土，有机质含量为

1.12 g/kg，速效氮65 mg/kg，有效磷13.3 mg/kg，速

效钾165 mg/kg，pH值8.3。前茬作物为玉米，田间

管理按常规进行。覆膜前施农家肥3 000 kg/667 m2，

马铃薯专用肥40 kg/667 m2。

1.2 试验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天 06-3-4’、‘0306-18-1’、
‘紫云1号’、‘陇薯6号’和‘青薯9号’，以及1个当

家品种‘新大坪’。‘新大坪’为 粮菜和薯条、薯片

及全粉加工兼用型品种；‘陇薯6号’和‘青薯9号’

为 淀 粉 及 全 粉 加 工 型 品 种 ；‘ 天 06-3-4’、

‘0306-18-1’、‘紫云1号’为菜用型品种。其中‘新

大坪’为本地选育品种，是由定西市凯凯生态园植

物快繁有限公司提供的原种，作为对照（CK）。‘天

06-3-4’是 从 天 水 市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引 进 ，

‘0306-18-1’、‘紫云 1 号’、‘青薯 9 号’是由定西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马铃薯综合试验站提供的原种，

‘陇薯6号’是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会川马铃薯繁育

基地提供的原种。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6个处理，3次重复，

小区面积30 m2，（长宽6 m × 5 m），株距35 cm，行

距为60 cm，每小区142株。重复间走道80 cm，外

设保护行，各参试品种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种植，

10月8日收获，种植模式为黑色地膜双垄沟全膜覆

盖垄侧栽培。

在生长期间调查不同品种的出苗期、现蕾期、

开花期、枯萎期等生育时期以及各生育时期参试品

种的农艺性状表现及病害发生情况。收获时调查马

铃薯单株薯块数、单株薯重、150 g 以上商品薯

率、薯形、芽眼等性状，并按小区单收，调查马铃

薯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情况

从表 1 看出，‘天 06-3-4’、‘0306-18-1’、
‘紫云1号’出苗期早，较对照早5~6 d，‘青薯9号’

出苗期较对照迟2 d，枯萎期迟15 d，后期生长旺盛。

各品种生育期在125 d左右，130 d以内，属于中晚

表 1 参试品种物候期

Table 1 Phenological period of varieties tested

品种名称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天06-3-4 Tian 06-3-4
0306-18-1
紫云1号 Ziyun 1
陇薯6号 Longshu 6
青薯9号 Qingshu 9

播种期

（D/M）
Seeding time

28/04
28/04
28/04
28/04
28/04
28/04

出苗期

（D/M）
Emergence stage

01/06
26/05
26/05
27/05
01/06
03/06

现蕾期

（D/M）
Budding stage

01/07
14/06
14/06
18/06
01/07
05/07

开花期

（D/M）
Flowering stage

10/07
24/06
24/06
26/06
10/07
14/07

枯萎期

（D/M）
Senescent stage

20/09
28/09
28/09
24/09
03/10
05/10

收获期

（D/M）
Harvest

08/10
08/10
08/10
08/10
08/10
08/10

生育期

（d）
Growth duration

112
125
125
120
12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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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品种，在当地种植均可以正常成熟。

2.2 经济性状

通过对各参试品种经济性状的调查（表2）可知，各

参试品种薯形为椭圆或圆形，‘陇薯6号’扁圆形，芽眼

较浅，平均单株结薯数 4.5~7.6 个，‘天 06-3-4’、
‘0306-18-1’、‘青薯9号’和‘陇薯6号’商品薯率较高。

表 2 参试品种经济性状

Table 2 Economic characters of varieties tested

品种名称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天06-3-4 Tian 06-3-4
0306-18-1
紫云1号 Ziyun 1
陇薯6号 Longshu 6
青薯9号 Qingshu 9

株高（cm）
Plant height

65.3
62.1
70.2
75.6
75.8
78.3

单株薯块数（个/株）

Tuber set（No./hill）
6.4
5.3
4.8
4.5
6.8
7.6

单株产量（kg/株）

Yield (kg/hill)
0.56
0.58
0.52
0.51
0.68
0.61

150 g以上商品薯率（%）

Marketable tuber ≥ 150 g
56.1
61.3
62.4
48.1
62.8
63.6

薯形

Tuber shape
椭圆

圆

圆

圆

扁圆

长椭圆

芽眼

Eye depth
浅

浅

浅

较浅

较浅

浅

2.3 品种间抗病性

从田间试验晚疫病发生情况调查（表 3）来看，

‘紫云1号’、‘陇薯6号’和‘青薯9号’对晚疫病表现

抗性好，晚疫病发病较对照迟14 d、12 d和19 d，且

病情指数明显低，发病程度轻，通过新复极差测

验，各引进参试品种与对照新大坪差异达到极显著

水平，而‘紫云 1号’、‘陇薯 6号’和‘青薯 9号’与

‘天 06-3-4’和‘0306-18-1’差异达到极显著水

平，‘紫云1号’、‘陇薯6号’和‘青薯9号’对晚疫

病抗性更强。

表3 参试品种间晚疫病抗性比较

Table 3 Late blight resistance of varieties tested

品种名称

Variety

新大坪（CK）Xindaping
天06-3-4 Tian 06-3-4
0306-18-1
紫云1号 Ziyun 1
陇薯6号 Longshu 6
青薯9号 Qingshu 9

晚疫病Late blight
发病日期（D/M）Initial date

22/07
26/07
24/07
05/08
03/08
10/08

病情指数（%）Disease index
20.60
15.60
15.40

2.40
2.20
1.08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b
b
c
c
c

1%
A
B
B
C
C
C

注：采用新复极差测验法，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上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Means were separated using DMR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从田间试验黑痣病调查（表4）显示，‘紫云1号’、

‘0306-18-1’黑痣病发病重，‘天 06-3-4’较轻，

‘陇薯 6 号’和‘青薯 9 号’抗黑痣病，较对照降低

2.33和2.68个百分点。通过新复极差法测验结果显

示：‘陇薯6号’和‘青薯9号’与对照‘新大坪’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但未达到极显著水平。

2.4 品种产量

通过各小区测产表5可以知道，‘陇薯6号’产

量最高，小区产量为 97.0 kg。各参试品种产量从

高到低依次为‘陇薯 6 号’、‘青薯 9 号’、‘天

06-3-4’、‘新大坪’（CK）、‘0306-08-1’、‘紫云 1
号’。折合单产，对应的每667m2产量分别为2156kg、
1 923 kg、1 822 kg、1 753 kg、1 642 kg和 1604 kg，
通过新复极差法测验结果表明：品种间产量差异

达到极显著水平，‘陇薯 6号’较对照增产 22.99%，

‘青薯 9号’较对照增产 9.64%，增产效果显著，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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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参试品种间黑痣病抗性比较

Table 4 Black scurf resistance of varieties tested

品种名称

Variety
紫云1号 Ziyun 1
0306-18-1
天06-3-4 Tian 06-3-4
新大坪（CK）Xindaping
陇薯6号 Longshu 6
青薯9号 Qingshu 9

黑痣病病株率（%）

Plant infected with black scurf
18.63
12.73

7.86
4.49
2.16
1.81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b
c
d
e
e

1%
A
B
C
D
D
D

表 5 参试品种产量比较

Table 5 Yield of varieties tested

品种名称

Variety

陇薯6号 Longshu 6
青薯9号 Qingshu 9
天06-3-4 Tian 06-3-4
新大坪（CK）Xingdaping
0306-18-1
紫云1号 Ziyun 1

小区产量（kg）
Plot yield

97.0
86.5
82.0
78.9
73.9
72.2

单产（kg/667 m2）

Unit yield

2156
1922
1822
1753
1642
1604

较CK增产（kg）
Compared with CK

403
169

69
-

111
-149

增幅（%）

Increase

22.99
9.64
3.94
-

-6.33
-8.50

差异显著性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b
bc
cd
d
d

1%

A
B
BC
BC
C
C

有‘0306-18-1’和‘紫云 1号’产量差异不显著，较

对照减产。

3 讨 论

通过品种引进筛选试验，‘陇薯6号’、‘青薯9
号’生育期适中，田间生长势强，平均单株结薯粒

数 6.8~7.6粒，芽眼浅，抗病性好，产量高，商品

率高，与对照‘新大坪’相比，增产率分别为

22.99%、9.64%；本试验‘紫云 1 号’田间长势好，

株高与‘陇薯 6 号’和‘青薯 9 号’相近，高抗晚疫

病，单株薯块多，但商品薯率较低，产量较当地

常规品种对照减产，这与在西藏引进种植时抗病

的结论相符[7]，与适宜在高海拔区种植结论相符。

2013年安定区马铃薯前期干旱少雨，后期降雨

偏多，全区马铃薯晚疫病发生严重。而‘紫云1号’、

‘陇薯6号’和‘青薯9号’大田表现高抗晚疫病，发病

迟，病情指数低。‘紫云 1号’对黑痣病表现易感，

‘陇薯 6号’和‘青薯 9号’对黑痣病表现抗病，‘天

06-3-4’、‘0306-08-1’两个品种在田间生长势、抗

病性及产量都表现较弱，需待进一步试验验证。

从试验各因素综合分析，‘陇薯6号’和‘青薯9
号’田间生长势好，抗病性强，产量高，建议在种

植当家品种‘新大坪’的同时，在全区扩大推广‘陇

薯 6号’和‘青薯 9号’的种植面积，以提高经济效

益，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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