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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区马铃薯生产历史比较长 , 近些年

来育成了几个自己的品种 , 如坝薯 8 号、坝薯 10

号等; 同时也引进了一些品种, 如克新 1 号、大西

洋、费乌瑞它等。

为了丰富张家口地区及河北省的马铃薯种植品

种, 多选出一些优质高产的品种, 借鉴一些引种试

验[1-5], 2004 年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从法国、比利

时、荷兰等国引进 18 个马铃薯品种, 试验编号为冀

张引 1 号至冀张引 18 号, 在初步筛选的基础上, 选

出了 4 个有苗头的品种, 2005 年又进行了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品种

冀张引 1 号、冀张引 3 号、冀张引 4 号、冀张

引 5 号, 大西洋。冀张薯 3 号为试验对照。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在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院内, 土质为轻

壤土, 种植为平作。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取随机排列法, 重复 3 次, 每小区长4 m,

宽 1.32 m, 每个重复设 6 个试验小区。株距50 cm,

行距66 cm。

试验进行了田间调查、收获时田间考种并称重

记录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结果

从试验结果看( 表 1) , 每 667 m2 产量都超出对

照冀张薯 3 号, 增产率都在 53.8%以上, 最高是冀

张引 3 号, 每 667 m2 产量为 2 100 kg, 超出对照 1

060 kg, 增产率 为 101.9%; 其次是冀 张 引 1 号 和

冀 张 引 5 号 , 每 667 m2 产 量 为 1 960 kg 和 1

920 kg, 分别超出对照920 kg 和880 kg, 增产率为

88.5%和 84.6%。

对产量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首先作了方差分

析( 表 2) 。品种间 F=3.75, F0.05=3.33, F=3.75>F0.05=

3.33, 所以品种间差异显著。又作了各品种与对照

的 t 测验。用各品种与对照的产量差异同LSD0.05 和

LSD0.01 作比较( 表 3) , 冀张引 3 号、冀张引 1 号和

冀张引 5 号与对照的产量差异极显著, 冀张引 4 号

与对照的产量差异显著。

2.2 结薯性

见表 1, 从国外引进的 4 个品种单株结薯都比

对照多 , 每株多结 4~5 个薯块 , 结薯 最多的是冀

张引3 号, 单株平均结薯 11.7 个 , 其次是冀张引 5

号, 单株平均结薯 10.5 个。

2.3 抗病性

两年试验中, 试验区内只发生过环腐病, 其它

病害未见发生。从调查结果看( 表 1) , 冀张引1 号、

冀张引 3 号、冀张引 4 号和冀 张引 5 号都没 有发

病 , 冀张薯 3 号发生了环腐病 , 发病率为 47.0%,

摘 要：通过引进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马铃薯品种 , 对产量、薯性、大薯率综合性状等作了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 , 品种间产量显著 , 特别是冀张引 3 号、1 号、5 号的产量极显著的超出对照品种—冀张薯 3 号 , 且 薯

块芽眼浅 , 表皮光滑 , 口感好 , 商品性较高 , 可在张家口地区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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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3.1 冀张引 3 号

产量极显著地超过了对照, 结薯性好, 增产潜

力大, 在高水肥条件下, 适当早播, 可大幅度增产。

薯块芽眼浅 , 鲜食口味比较好 , 商品性也比较好。

适宜在肥水条件较好的一季作春播区示范推广。

3.2 冀张引 5 号

肉质细绵 , 适 口性好 , 薯块 形状好 , 表皮 光

滑 , 商品性好。抗病性好 , 结薯性好 , 增产性好 ,

产量极显著地超过了对照。可在张家口地区及河北

省南部大面积试验示范。

3.3 冀张引 1 号

薯块形状好 , 芽眼浅 , 表皮光滑 , 商品性好。

抗病性好, 结薯性好, 大中薯率高, 增产性好, 产

量极显著地超过了对照。可在张家口地区一季作春

播区扩大试验示范面积。

3.4 冀张引 4 号

结薯性比较好, 大中薯率比较高, 产量显著地

超出对照。薯块芽眼浅, 肉质细绵, 适口性好。抗

病性好。可在张家口地区扩大试验示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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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品 种
生育期

( d)
芽眼深浅

大中薯率

( %)

结薯性

( 个)

产 量

( kg·667m- 2)

增 产

( %)

环腐病发病率

( %)

冀张引 3 号 120 浅 49 10.4 2 100 101.9 0

冀张引 1 号 120 浅 55 11.7 1 960 88.5 0

冀张引 5 号 110 较浅 50 10.5 1 920 84.6 0

冀张引 4 号 120 浅 50 10.5 1 720 65.4 0

冀张薯 3 号 110 较浅 47 6.2 1 040 47.0

表 2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0.05

区组间 2 178177.78 89088.89 0.77 4.10

品种间 5 2167044.45 433408.89 3.75 3.33

误 差 10 1155422.22 115542.22

总变异 17 3500644.45

表 3 各品种产量和对照相比的差异显著性

品 种 产量( kg·667m- 2) 差 异

冀张引 3 号 2100 1060**

冀张引 1 号 1960 920**

冀张引 5 号 1920 880**

冀张引 4 号 1720 680*

冀张薯 3 号 1040

发病程度是 2 级。

2.4 商品性

①薯块的整齐度: 虽然全部参试品种大中薯率

都不高, 原因是播期晚肥力低造成的, 但是相比较

而言, 从国外引进的 4 个品种大中薯率都高于对照

冀张薯 3 号 , 最高是冀张引 1 号 , 超出对照 8.0%,

其次是冀张引 5 号和冀张引 4 号。 ②芽眼深浅: 冀

张引1 号、冀张引3 号和冀张引 4 号芽眼都浅, 其它

都一般。③薯块形状及表皮光滑度: 冀张引 1 号和

冀张引5 号比较好。④肉质: 冀张引 5 号和冀张引 4

号肉质细绵, 适口性好。从各方面角度看, 冀张引 1

号和冀张引 5 号商品性最好, 其次是冀张引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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