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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东农303系极早熟马铃薯品种，表现生

长快，结薯早而集中，产量高，品质优，耐
湿性强等特点，既可纯作也可与多种作物间
套种，其块茎休眠期短，春收种薯至初秋即
可自然发芽，在本地可春、 秋两季种植。 我
县几度从北方调入马铃薯种薯，往往都是当
年增产显著。次年继续做种，尤其是东农303
和克新4号等早熟品种，常常产生 “次生块
茎”，引起大量缺苗，产量锐减。 为此，选择
地处海拔970m 的淡竹村，海拔520m 的上田
村，海拔128m 的京梁村进行秋播留种试验。
把从黑龙江省克山马铃薯研究所新引入的种

薯称为北方种，北方种在本地春播一季后收
获的种薯称春繁种，春繁种经秋播繁殖留种
的块茎称秋繁种。 为了明确东农303不同种
源所表现的生长发育及产量等特性，通过比
较试验，为大田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参试种源 （品种）
供试种源为东农303北方种、 东农303

淡竹秋繁种、东农303上田秋繁种、东农303
京梁秋繁种、 东农303上田春繁种，其中淡
竹秋繁种从1994年起连续播种3年，以本地
常规种作对照。

 收稿日期： 1997－08－15

2.2 试验设计
试验地点设在上田村宋景高农户的承任

田，试验田肥力中等，沙壤土。试验采用3次
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为10.8m2，四
周设保护行。
2.3 试验经过

试验于1997年3月1日播种，株行距为
30cm×50cm，667m2施人粪尿150kg，焦泥
灰750kg，猪栏肥2000kg，尿素10kg，过磷
酸钙10kg，复合肥15kg。田间管理同大田生
产，记载幼苗生长情况，6月1日统一人工挖
掘收获，分别对株高、 单株薯重、 单株结薯
数、 小区产量等进行调查。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种源对东农303生长发育及经济
性状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表1） ，植株高度以北方
种最矮，为27.6cm，无论春秋繁种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高，其中以京梁秋繁种最高，为
52.1cm，表明东农303北种南引后植株有增
高的现象。生育期以北方种最短，为90d，淡
竹秋繁种和上田春繁种次之，为92d，其它也
有不同程度的延长，表明东农303北种南引
后生育期有延长的现象，这与株高的增长相
似。 上田春繁种由于在种薯上直接长出小仔
薯，不能正常出苗，出苗率只43.3％，而其
它的出苗率均正常，在95.6％～98.9％之
间。三种东农303秋繁种由于种薯在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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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种源对东农303生长发育及经济性状的影响
种  源 播种 出苗期 出苗率 成熟 生育期 叶片 生 长 株高 单株薯重 单 株
（品 种） （日／月） （日／月） （ ％） （日／月） （ d） 颜色 整齐度 （ cm） （ kg ） 结薯数

北 方 种 1／3 30／3 96.7 30／5 90 绿 齐 27.6 0.46 9.55
淡竹秋繁种 1／3 2／4 98.9 1／6 92 绿 齐 31.2 0.44 10.01
上田秋繁种 1／3 9／4 95.6 4／6 95 绿 齐 37.1 0.35 7.60
京梁秋繁种 1／3 16／4 96.7 8／6 99 绿 一般 52.1 0.21 5.49
上田春繁种 1／3 31／3 43.3 1／6 92 淡绿 差 34.5 0.20 12.91
本地常规种 1／3 29／3 98.9 1／6 92 淡绿 齐 45.9 0.32 9.96

10月底至11月中旬收获，播种时块茎芽太
短或无芽长出，出苗期相应推迟3～7d，这是
造成秋繁种生育期延长的主要原因。 叶片颜
色除春繁种和本地种为淡绿色外，其余为绿
色。 生长整齐度春繁种最差，京梁秋繁种一
般，其它正常。 单株薯重北方种最高，为
0.46kg，其次为淡竹秋繁种，为0.44kg，上
田春繁种最低，为0.20kg。 单株结薯数春繁
种太多，为12.91个，京梁秋繁种最少，为
5.49个，其它在7.60～10.01之间。
3.2 不同种源对东农303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表2） ，按667m2计算东
农北方种、 淡竹秋繁种、 上田秋繁种的产量
比对照本地种高92.5～469.1kg，增幅为
8.0％～40.4％。经新复极差分析，北方种和
淡竹秋繁种同对照相比较，差异极显著，但
上田秋繁种与对照相比，无差异。 京梁秋繁
种和上田春繁种的产量比对照667m2 减
407.5kg 和845.8kg，减产35.1％和72.9％，
两者与对照相比较，差异极显著。 上田春繁
种比京梁秋繁种667m2 减438.3kg，减产
58.2％，差异达极显著。

表2 不同种源对东农303产量的影响
种 源
（品 种）

小 区 产 量 （ kg ）
 Ⅰ  Ⅱ  Ⅲ  平均

折667m2产
（ kg ）

比对照
 ±kg    ±％ 

差异显著性
a＝0.05 a＝0.01

北 方 种 26.8 28.6 23.9 26.4 1629.7 ＋469.1 ＋40.4 a A
淡竹秋繁种 27.8 25.6 24.8 26.1 1611.2 ＋450.6 ＋38.8 a A
上田秋繁种 21.0 20.7 19.1 20.3 1253.1 ＋92.5 ＋8.0 b B
京梁秋繁种 12.8 13.0 10.9 12.2 753.1 －407.5 －35.1 c C
上田春繁种 6.5 3.9 4.8 5.1 314.8 －845.8 －72.9 d D
本地种 （ CK） 18.0 18.9 19.4 18.8 1160.6 b B

4 结 语

试验结果表明，东农303春繁种的块茎
发育期和贮藏期由于温度高，不适宜马铃薯
对凉爽气候的要求，播种后产生 “次生块
茎” 现象，产量极低，无种用价值。 经平原
地区低海拔 （128m） 秋播的东农303，产量
反而不如本地种，不宜再进行。 经过中海拔
（520m） 山区秋播的东农303，产量虽比本地

种有所提高，但差异不显著，因而实用价值
不大。 而经高海拔 （970m） 山区秋播的东农
303，块茎发育温度较低，贮藏时间短，温度
低，养分消耗少，在连续秋播繁种三年的情
况下，同北方种相比，只有减产1.1％，差异
不显著。马铃薯用种量大，每年大量调种，对
交通不便的山区，难以办到，因此，今后应
用东农303，可采取先少量调种，放在高海拔
山区春播繁殖，经翻秋，次年春季再用于大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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