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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引进马铃薯新品种�进行对比试验�筛选出适合民和县川、浅、脑地区种植的新品
种：会-2及9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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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通过引进新品种�进行对比试验�观察各品种

不同生育期的生长特性、适应性、抗药性等�测定
其品质和产量�筛选出适合我县种植的高产、优质
马铃薯新品种�以增加我县马铃薯品种的多样性�
解决目前大田生产中品种单一的问题�促进马铃薯
种薯的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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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选用云南省引进的4个品种：合作88 （A）、
中甸红 （B）、会-2 （C）、CFK69∙1 （D）�青海互
助县引进的品种：940106 （E） 及我县当家品种高
原4号 （CK） 共6个品种。
2∙2　试验地点及条件

试验选择在地势平坦�肥力中等�灌溉方便�
前茬作物为马铃薯�海拔1800m 的川水地区。
2∙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

4　讨　论
a．在马铃薯生育过程中�特别是现蕾期、开

花期喷施少量的 TRIA 能提高产量35％左右�而
TRIA用量小�价格便宜�是提高马铃薯产量�降
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b．TRIA在马铃薯生产过程中�喷施的关键
是控制浓度�温度的最佳点［2］�不同生育期马铃薯
对 TRIA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大剂量的 TRIA 反而
不会促进马铃薯的生长发育。

c．TRIA 对马铃薯生长的作用�是在一定的
温度、时间等条件下发生的。TRIA 活性的作用可
能是对植物体内三羧酸循环和糖酵解途径中大部

分中间产物的生成有促进作用［3�4］�其中特别敏感
的是天门氡氨酸和氨基酸�而天门氡酰胺是氮的
主要载体和储藏库�从而影响到有机体内酶的产

生和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致新陈代谢增强�体内
含氮量增加�促进了马铃薯的生长�促进细胞数
目的增加［5］�加速块茎膨大。同时 TRIA 能使土
壤中硝酸还原酶的活性提高�促进植物组织吸水�
提高光合作用�又能提高磷的利用率�从而使体
内的光合磷酸化作用增强�加速物质的运转�提
高马铃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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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2 （3m×5m）�共计21个小区�株行距采用
30cm×49cm�每小区种6行�每行17株�小区
间距60cm�重复间距70cm。播前一次性施入农
家肥3m2�尿素10kg�二铵15kg�深翻耱平�
做畦点播�播深7～10cm。
3　结果与分析

生育期试验观察结果见表1、2、3。
从表1可以看出：新品种会-2和940106全生

育期大于140d�属晚熟品种�高原4号属中晚熟
品种�其他三个品种表现为早熟。

表2说明：会-2、940106、CFK69∙1三个品种

高抗晚疫病�而且结薯集中�大薯率高�薯块整
齐。

表1　田间试验结果 （日/月�d）
品　种 播种期

50％
出苗期

现蕾

开花期
成熟期 收获期 生长期 全生育期

会-2 22/5 6/6 23/7 13/10 28/10 127 142
940106 22/5 7/6 21/7 11/10 28/10 125 140
中甸红 22/5 8/6 23/7 20/9 9/10 102 118
高原4号 22/5 7/6 19/7 10/10 22/10 123 138
合作88 22/5 10/6 28/7 21/9 18/10 110 128
CFK69∙1 22/5 9/6 22/7 20/9 18/10 101 118

表2　品种间形态特征
品 种

株高

（cm） 花色 芽眼 结薯习性 薯形
大薯率

（％） 薯块整齐度
抗病性

（晚疫病）
会-2 64 浅紫 浅 集中 卵圆 98 整齐 高抗

940106 96 白色 浅 集中 卵圆 95 整齐 高抗

中甸红 72 白色 中等 较集中 卵圆 97 整齐 中抗

高原4号 91 白色 深 集中 圆 85 较整齐 中抗

合作88 69 深紫 浅 集中 长椭圆 90 不整齐 中抗

CFK69∙1 63 浅紫 浅 集中 卵圆 98 整齐 高抗

表3　小区收获株数及鲜薯产量
品　种

Ⅰ
株数

产量

（kg）

Ⅱ
株数

产量

（kg）

Ⅲ
株数

产量

（kg）

小区

平均产量

（kg）

小区

总产量

（kg）
折合产量

（kg/667m2）
与 CK
增减

（％）
会-2 102 49∙0 100 42∙0 101 47∙0 46∙0 138∙0 2045∙0 ＋30∙2

940106 100 39∙0 100 34∙0 98 40∙0 37∙7 113∙0 1675∙0 ＋6∙6
中甸红 96 20∙0 100 24∙0 92 21∙0 21∙7 65∙0 963∙0 －38∙7
高原4号 102 40∙0 100 40∙0 97 26∙0 35∙0 106∙0 1571∙0
合作88 101 29∙0 95 24∙0 86 19∙1 22∙1 45∙1 982∙7 －43∙2％
CFK69∙1 95 25∙5 94 22∙0 99 18∙0 21∙8 65∙5 970∙9 －38∙2％

　　注：表中各小区鲜薯产量中不包括烂薯。

4　结论与讨论
试验表明：从云南省引进的新品种会-2及本

省互助县引进的马铃薯品种940106各有其特点�
两品种均属晚熟品种�产量比本地当家品种高原
4号增产显著�而且高抗晚疫病�大薯率高�食

口性好。根据试验目的及试验结果�我们筛选出
了适合我县种植的品质好、产量高的会-2及
940106两品种�可以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而中
甸红、合作88及 CFK69∙1生育期短�属早熟品
种�产量较低�可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地膜覆盖种
植�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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