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森锰锌复配成，具有杀菌和保护作用，所以交替

施用，集中了它们的优点，具有高效杀菌和持久保

护作用，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达 91.9%。试验看

出，药剂混合交替施用效果优于单施。建议不要长

时间用一种药剂，做到科学合理搭配，以减轻致病

菌产生抗性，提高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由于马铃薯晚疫病发生后蔓延速度很快，特别

是中心病株的出现是流行的预兆，因此还必须做到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5]。一是要抓好种薯消毒，可

采取温水浸种或药剂闷种的方法，以减少病薯下

田；二是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清沟排水和清除杂

草等工作；三是要及时防治，即在发现中心病株时

及时清除，及时进行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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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在宁德市的推广价值，福建宁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对该薯进行了冬春

试种试验。试验以克新 3 号为对照，对荷兰 7 号的田间表现、抗性、产量等性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荷兰 7 号

在丰产性、商品性等方面都明显强于当家品种克新 3 号。

关键词：马铃薯；荷兰 7 号；试种试验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市马铃薯种植面

积逐年增加，现已发展到 2.3 万公倾，种植面积和

产量均占我省前列。但品种较为单一老化，当家品

种克新 3 号，经多年种植，种性退化、产量低下、

商品性差，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荷兰 7 号以其黄皮

黄肉、食味佳、品质优，在香港及东南亚市场极为

畅销。为了促进我市马铃薯品种的更新，找出更能

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我所于 2005 年从内蒙古引

进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并对该品种进行了冬春试

种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与克新 3 号（对照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宁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农试场进行。

试验地属沙壤土，土壤呈偏酸性，有机质含量

1.6%~2.4%，速效磷20~150 mg·kg- 1，速效钾 10~

150 mg·kg-1，前作为水稻。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气候，

年均气温19.3℃，年降水量为1 547.9 mm，每年≥12℃

的有效活动积温为 2 559℃，全年无霜期为323 d。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子随机排列法进行设计，设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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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开花期

（日/月）

成熟期

（日/月）

荷兰 7 号 23/1 7/2 15/3 2/4

克新 3 号（CK） 23/1 9/2 18/3 12/4

生育期

（日/月）

株 高

（cm）

茎 粗

（cm）
薯 皮 薯肉色

裂薯率

（%）
薯 形 芽眼深浅

7/2 60 0.9 光滑呈黄色 黄 0 长椭圆形 浅

8/2 65 0.8 粗造呈黄色 淡黄 4.5 椭圆形 浅

表 1 不同品种的生育期表现及农艺性状

表 1 表明：荷兰 7 号生育期为 72 d，属早熟

品种，比克新 3 号提早 10 d 成熟。荷兰 7 号比克

新 3 号略为低矮粗壮，更有利于抗倒伏。薯块外

形上两者差异明显，而且荷兰 7 号无裂薯，商品

性明显好于克新 3 号。

2.2 田间主要病害及干物质含量

不同品种田间主要病害发生情况及干物质含

量见表 2。

表 2 表明，荷兰 7 号与克新 3 号晚疫病均为

2 级，同属晚疫病中抗品种。

病毒病、青枯病发病率两者相当，分别 为

2.4%、3.5%和 1.2%、1.3%。荷兰 7 号的干物质含

量比克新 3 号略低，为 17.62%；而出粉率高出克

新 3 号，为 13.86%。

2.3 单株薯块生产状况及鲜薯产量

不同品种单株薯块状况及鲜薯产量见表 3。

表 3 表明：荷兰 7 号的产量构成因素（大中薯

率、单薯重、单株结薯个数）表现明显强于克新 3

号，并为该品种的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

且荷兰 7 号的丰产性明显优出克新 3 号，增产幅度

高达 59.2%。这与克新 3 号在宁德市连续多年种

植、种薯自留，倒致种性退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个重复，小区面积为 48 m2，每小区间距为 0.4 m。

于2006 年 1 月 23 日播种，按 50 cm×40 cm 的株行

距种植，折合每 667 m2 种植 3 000 穴。

1.4 试验方法

播种前结合整地每小区搞撤施复合肥 3 kg、

过磷酸钙 6 kg 作基肥。播种时覆土 8~10 cm，洒

施混有70 g 呋喃丹的复合肥 2.5 kg。出苗高 20 cm

左右时结合中耕除草再培土 10 cm 左右。待供试品

种一致成熟后于 4 月 20 日收获。

1.5 数据分析

品种的生育期、农艺性状、主要病害的发病

率、病情指数、大中薯率、芽眼深浅等，均按国家

马铃薯品种区域试验标准记载。干率和出粉率采用

比重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及农艺性状

不同品种生育期表现及农艺性状见表 1。

品 种
病毒发病

率（%）

青枯病发

病率（%）

荷兰 7 号 2.4 1.2

克新 3 号

（CK）
3.5 1.3

晚疫病病

情指数

干物质含

量（%）

出粉率

（%）

2 17.62 13.86

2 18.70 12.92

表 2 不同品种田间主要青枯病害发生情况及干物质含量

品 种
大中薯率

（>125 g）

单薯重

（g）

荷兰 7 号 89.4% 174.2

克新 3 号（CK） 76.0% 148.4

单株结薯个数

（个）

小区产量

（kg）

折合 667 m2 产量

（kg）

比对照增产

（%）

7.2 243.2 3 380 59.2

5.3 152.7 2 123

表 3 不同品种单株薯块生产状况及鲜薯产量

3 结 论

试种结果表明：荷兰 7 号属早熟品种，在丰产

性、商品性方面明显强于克新 3 号。建议该品种可

在宁德市进一步多点试种、示范。

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的试种成功，不仅促进我

市马铃薯的品种更新，而且为宁德市马铃薯销往香

港及东南亚创造了基础。宁德市马铃薯主要是冬春

和秋冬两季种植，本试验只进行冬春季试种试验，

至于该品种秋冬季种植表现如何，有待于进一步试

种试验。从而总结出全面完整的技术资料，为该品

种在我市的推广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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