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01

0123!"#456789:; <2 !" !"#$$#%=

>?@AB !""#!$%!&%
CDEFB 郭天顺! &’(#!" # 男# 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马铃薯栽培与育种工作$

天水市属于马铃薯北方一季作区# 年播种面积

为 )*# 万 +,!# 种植品种以中晚熟和晚熟品种为主#
早熟品种为辅$ 在山旱地早熟马铃薯品种主要采用

夏播种植方式# 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水热资源$ 在

川水地采用地膜覆盖种植方式# 具有成熟早% 产量

高% 经济效益好的特点$ 近 年随着种植 面积的扩

大# 引进和选育适宜天水市种植的早熟马铃薯品种

成为生产上的迫切需要# 为此我们从省内外引进了

- 个马铃薯品种进行品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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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
从 省 内 外 育 种 单 位 引 进 的 德 尔 蒙 特 % 郑 薯 )

号% 郑薯 - 号% 郑 ’.&’!/-%# 本 ) 号% %)/0 等 -
个品种! 系" # 以当地主栽品种克新 ! 号为对照$
!"# HIJK

试验设置在天水市秦城区太京乡刘家庄村水浇

地# 属轻沙质土# 地势平坦# 肥力中等$ 采用一垄

双 行地膜覆 盖 种 植 方 式# 随 机 区 组 设 计# 重 复 0
次# 小区面积 .*( ,!# 每小区 ! 垄 # 行# 每 行 !%
株# 每小区 .% 株# 试验设计密度为& 每 --( ,! 种

-$0% 株$ !%%0 年 # 月 . 日播种# . 月 $. 日收获#
田间管理同大田种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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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薯 ) 号% 郑薯 - 号% 本 ) 号% 郑 ’.$’!/-%%

%)/0 等 ) 个品种生育期 (! 1 左右# 属早熟品种’

克新 ! 号和德 尔蒙特 ! 个品 种 生 育 期 .$ 1 左 右#
属 中 熟 品 种$ 本 ) 号 和 %)/0 株 高 $(*% 2, 左 右#
长势较弱# 其余 ) 个品种株高在 !’*"30(*& 2,# 表

现长势较强$ ( 个品种薯形均为椭圆或圆形# 芽眼

少 且 浅 # 表 现 薯 形 好 $ 克 新 ! 号 % 郑’.&’!/-"%
郑薯 - 号% 郑薯 ) 号等 # 个品种平均薯重值大# 商

品薯率为 -.*#43.-*#4$ 德尔蒙特单株块茎数多#
商品薯率较低$ 本 ) 号和 %)/0 品种! 系"由于长势

太弱# 商品薯率极低! 见表 $" $
#"# OPQR

产量结果见表 !# 郑薯 - 号小区折合 --( ,! 产

量 ! !00*0 56# 对比照克新 ! 号减产 &"*-4# 但 差

异不显著$ 郑薯 ) 号和德 尔蒙特小区 折合 --( ,!

产量 & ’’’*" 56# 较克新 ! 号减 产 !"*"4# 差异达

显 著水平$ 郑’.&’!/-"% ")/0% 本 ) 号 等 0 个 品

种小区折合 --( ,! 产量 & -"(*-3. 0’*0 56# 较克新

! 号减产达0)*-43--*#4# 差异达极量著水平$
#"$ STN

抗 病 性 结 果 见 表 0$ 对 照 克 新 ! 号 病 毒 指 数

!*!4’ 郑薯 ) 号% 郑薯 - 号病毒指数分别为 "*.4%
&*04# 以 上 0 品 种 病 毒 病 发 病 轻$ 郑 ’.&’!/-"%
")/0 病毒病指数分别为 0*’4% #*&4# 表现病毒病

发病较轻$ 德尔蒙特% 本 ) 号 病毒病指数 分别为

.*.4% &)*""# 表现病毒病发病较重$ 由于调查日

期较晚# ( 个品种的晚疫病指数在 ’&*043&""4之

间# 表现发病较重$
( 个品种环腐病植株病指数在&*(430*(4之间$

块 茎 环 腐 病 指 数 德 乐 蒙 特 为&&*(4# 郑 薯 - 号 为

&-*.4# 郑薯 ) 号为 ’*)4# ")/0 为 .*&4# 以上 #
个品种块茎环腐病发病较重# 共余 0 品种 发病较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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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出苗

! 日!月"

成熟

! 日!月"

生育天数

! ""
株高

! #$"
主茎数 薯形

单株块茎数

! 个"

平均薯重

! %"
商品薯率

! &"

德乐蒙特 ’!( )*+, *) -,./ 0.( 椭圆 (.( 1234 5(.0

克新 2 号! 67" 8+( )8+, *9 0539 930 椭圆 030 90434 *135

郑薯 ( 号 8+( 24+, ,2 2834 934 椭圆 532 **34 1*35

郑薯 1 号 8+( 24+, ,2 0035 932 椭圆 539 **3( ,930

本 ( 号 8+( 24+, ,2 9,3* 930 圆 030 0*34 2234

郑 8*982:14 8+( 22+, ,5 0(34 934 椭圆 230 9443( *930

4(:0 8+( 24+, ,2 9135 23, 圆 53( 543( 9*31

! ! "#$%&’()&*+,

! " "#$-./0

品 种
小区产量! ;%" 11, $2 产量

! ;%"
较对照增产率

! <"

差异显著性

! " # 平均 4.4( 4.49

克新 2 号! 67" 04.0 01.5 09.( 02., 258,.2 : ! = ! >

郑薯 1 号 )(34 043* 0)34 )830 ))0030 :9431 =? !>@

郑薯 ( 号 )(3- ),3* )(3( )13) 988834 :)434 ?A >@6

德尔蒙特 )43- ),3- -934 )13) 988834 :)434 ?A >@6

郑 8*98):14 983( ))35 )93- )939 914,31 :-(31 ! A !6B

4(:0 9(39 9535 913( 9(30 99183, :(032 ! " !BC

本 ( 号 943( 9439 9235 9934 *0830 :1135 ! " C

! # 12345#$67+,

品 种
病毒性退化 晚疫病 环腐病

主要类型 株率! <" 指数! <" 株率! <" 指数! <" 株率! <" 指数! <" 块茎病薯率! <" 块茎病指数! <"

德尔蒙特 皱缩花叶 2130 *3* 944 8(34 (34 23( 0934 993,

克新 2 号! 67" 花叶 *3* 232 944 8930 03, 93, 913, 538

郑薯 ( 号 卷叶 531 43* 944 944 03* 938 0*39 83(

郑薯 1 号 卷叶 035 930 944 8130 (3, 238 (035 913*

本 ( 号 卷叶 (13, 9(34 944 944 53* 231 9(35 13*

郑 8*982:14 卷叶 9,38 038 944 8*35 ,35 03, 9434 530

4(:0 卷叶 913, 539 944 944 283* *39

0 ! "

郑 薯1 号 表 现 长 势 强# 抗 病 毒 病 性 能 强 # 薯

形 好 # 商 品 薯 率 高 $ 小 区 折 合 每 11, $2 产 量 为

220030 ;%# 与主栽品种克新 2 号产量差异不显著$
生育期 ,2 "# 可比克新 2 号提早成熟上市# 适宜于

我区作早熟地膜覆盖种植# 种植时防治环腐病$
郑薯 ( 号表现长势较强# 抗病毒病性能强# 薯

形 好 # 商 品 薯 率 较 高 $ 小 区 折 合 11, $2 产 量

9 88834 ;%# 与对照克新 2 号差异显著$ 生育期 ,2
"# 可作进一步栽培试验$

德尔蒙特小区折合 11, $2 产量 988834 ;%# 与

对照克新 2 号差异显著# 生育期 *2 "# 但商品薯率

低$ 郑 8*982:14% 4(:0% 本 ( 号 0 个品种较对照减

产幅度在0(31<D1135<# 产量较低$ 以上 5 个品种与

对照克新 2 号综合比较# 不适宜本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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