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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既是我县的粮食作物�又是我县农民收
入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我县淀粉加工企业的不断
扩大和发展�已成为我县的一大支柱产业。但是由
于当地种植品种淀粉含量低�退化严重�已经不能
满足企业加工和市场的需求�为了加快品种更新�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故设该试验�旨在从中筛选
出淀粉含量高�丰产性好的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该试验布设在西吉县白城乡车路湾村�当地海
拔2300m�年平均气温3～4℃�年平均降雨量
420～440mm�≥10℃积温1600～2000℃�无霜
期125～130d�土壤为浅黑垆土�前茬是小麦�播
前进行浅翻�施优质农家肥52500～60000 kg/
km2�马铃薯专用肥600kg/km2。
1∙2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阿尔法、青薯2号、高原4号、来
源于青海省�陇薯3号、大白花�来源于甘肃省。

对照品种：宁薯4号�来源于宁夏西吉县。
1∙3　试验设计

试验按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小区长4∙2
m�宽5m�小区面积21m2�排距60cm�区距
50cm�窄行距30cm�宽行距70cm�株距35cm�
每小区种10行�每行种12株�每小区共120株
（3810/667m2）�于4月18日播种完毕。
1∙4　种植方式

采取双行靠种植法�既种两行隔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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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品种的生育期分析

根据我县历史气象资料�初霜冻一般出现于每
年的9月20日左右�而今年的初霜冻出现于9月
23日；由表1可以看出�引进的5个新品种均能
在9月10日前成熟�适宜在我县种植。从生育天
数来看�生育天数都在105d以上�各品种间生育
天数相差不大�浮动范围在5～6d 之内�均属晚
熟品种。

表1　不同生育期分析 （单位：日/月）
处　理 播种期 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成熟期 生育天数

阿尔法 18/4 16/5 1/6 11/7 5/9 113
青薯2号 18/4 17/5 18/6 9/7 6/9 112
高原4号 18/4 22/5 19/6 10/7 2/9 105
陇薯3号 18/4 22/5 23/6 14/7 8/9 109
大白花 18/4 19/5 19/6 13/7 10/9 114
宁薯4号 18/4 18/5 21/6 5/7 7/9 112

2∙2　不同品种的植株性状分析

表2　不同处理植株性状分析
处　理 株高 株型 花色 叶色 茎色 茎粗 结实性

阿尔法 53∙2 扩散 红粉色 深绿色 浅绿色 0∙9 弱

青薯2号 68∙7 直立 红色 浓绿色 绿色 0∙8 弱

高原4号 72∙6 直立 白色 深绿色 浅绿色 0∙8 弱

陇薯3号 68∙3 半直立 红色 深绿色 绿色 1∙1 弱

大白花 65∙9 直立 白色 浅绿色 浅褐绿色 1∙0 弱

宁薯4号 （CK） 71∙9 直立 红色 浅绿色 浅绿色 0∙9 弱

由表2结果可看出�参试的5个新品种天然结
实性均为弱性。表明植株生长消耗的养分较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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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和块茎的膨大。另外�从表2
还可看出�株型除阿尔法品种为扩散型外�其余均
为直立型株型�表现分支繁茂�光合作用强�光合
面积层次多�受光面积也大�制造的营养物质多�
单株结薯重量为最好�其单株的经济效益也较显著。
2∙3　不同品种的病害分析

8月下旬田间调查结果表明�晚疫病的抗性为：
陇薯3号＞宁薯4号＞青薯2号＞大白花＞高原4
号；环腐病的抗性为：陇薯3号＞宁薯4号＞阿尔
法＞青薯2号＞高原4号；抗卷叶病毒病为：阿尔
法＞陇薯3号＞宁薯4号＞大白花＞高原4号。

表3　不同病害调查分析
品　种

晚疫病

病叶率
平均

严重度

病情

指数

环腐病

病叶率
平均

严重度

病情

指数

卷叶病毒病

病叶率
病情

指数

宁薯4号 84 75 62∙3 18∙5 28∙3 5∙2 0∙4 2∙4
阿尔法 100 94 94∙3 20∙0 30∙4 6∙1 0∙1 1∙0
青薯2号 90 78 70∙2 24∙1 33∙5 8∙1 3∙9 14∙5
高原4号 100 100 100 27∙8 54∙4 15∙1 1∙1 5∙8
大白花 93 85 79∙1 22∙6 34∙5 7∙8 0∙8 3∙5
陇薯3号 77 68 52∙4 16∙5 24∙0 4∙0 0∙3 1∙5

2∙4　不同处理产量结果分析

表4　不同处理产量分析
品　种

单株

结薯数

单株薯重

（kg）
小区产量 （kg/21m2）

Ⅰ Ⅱ Ⅲ 总和 平均

折合产量

（kg/km2）
阿尔法 5∙1 0∙30 33∙9 32∙7 34∙2100∙833∙6 16002∙0
青薯2号 6∙1 0∙37 42∙6 43∙2 43∙8129∙643∙2 20574∙0
高原4号 6∙3 0∙30 36∙2 33∙5 34∙7104∙434∙8 16572∙5
陇薯3号 4∙4 0∙39 45∙5 45∙9 45∙4136∙845∙6 21717∙0
大白花 5∙7 0∙46 53∙6 54∙7 55∙5163∙854∙6 26004∙0
宁薯4号 6∙2 0∙39 45∙6 46∙1 45∙1136∙845∙6 21717∙0

表5　方差分析
处　理 DF SS MS F F0∙05 F0∙01
品种间 5 910∙98 182∙20 242∙93 3∙33 5∙64
区组间 2 0∙56 0∙28 0∙37 4∙10 7∙56
误差间 10 7∙54 0∙75
总变异 17 919∙08

方差分析表明�区组间差异不显著�而品种间
差异极显著�说明试验结果的差异全是由品种不同

造成的�进一步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品种间比较。
表6　各品种小区产量

品　种
小区产量平均数

（X̄ ）
y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大白花 54∙6 a A
陇薯3号 45∙0 b B
宁薯4号 45∙6 b B
青薯2号 43∙2 bd BD
高原4号 34∙8 ce CE
阿尔法 33∙6 e E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大白花产量最高�与其它
几个品种差异极显著�阿尔法产量最低�与高原4
号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品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2∙5　不同品种淀粉含量及淀粉产量分析

试验收获后�采用比重法测定各品种淀粉含
量�由表7可知�淀粉含量及淀粉产量最高的是陇
薯3号为18∙3％�其次是青薯2号为17∙4％�宁
薯4号淀粉含量最低为14∙5％�从淀粉产量看�
最高的是大白花为291∙5kg�其次是陇薯3号和青
薯2号�最低的是阿尔法180∙89kg。

表7　不同处理淀粉含量及淀粉产量分析
处　理

淀粉含水量

（％）
淀粉产量

（kg/km2） 位次

大白花 16∙8 4368∙75 1
陇薯3号 18∙3 3974∙25 2

宁薯4号 （CK） 14∙3 3148∙95 4
青薯2号 17∙4 3579∙90 3
高原4号 17∙0 2817∙45 5
阿尔法 16∙9 2713∙35 6

3　小结与讨论
a．以上引进的5个淀粉加工型品种经试验表

明�陇薯3号和青薯2号淀粉含量高于对照品种�
鲜薯产量也高于对照品种�大白花淀粉含量较低�
但鲜薯产量和淀粉产量为最高�表明上述三品种在
当地具有推广价值。
b．正值马铃薯块茎膨大期遭遇持续3个多月

的干旱威胁�因此�对其产量和品质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致使产量降低�使其引进品种固有的丰产特
性没有完全表现�需进一步试验。

·306· 中国马铃薯�第17卷�第5期�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