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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农科所 佳木斯 ������� �克山县种子公司 克��� ������� �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 �������

� 前 言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

农业种

植结构随之相应转变
，

高效农业的观念在农

民的头脑中逐渐加强
。

在全国马铃薯产业方

面
，

早熟马铃薯需求的行情看好
，

适合马铃

薯生产的地区
，

尤其是城市郊区
，

优良的马

铃薯早熟品种即可提早上市调剂蔬菜市场
，

又可种用向外省调运
，

经济效益显著
。

佳木斯市地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
，

北纬

��
�

��
‘
��

�

���
�

��
‘ ���，

，

东经 ���
“
��’��

，，
一���

�

��
‘ ��‘

，，

有效积温 ����℃ ，

土质肥沃
，

为草甸

黑土
，

适合马铃薯的生长发育
，

城乡市场和

对俄罗斯外贸出 口巫待需要发展早熟优质马

铃薯
。

为了鉴定比较当前国内需求量较大的早

熟马铃薯在佳木斯周边地的适应性和考虑到

今后优质种薯来源
，

由合江农科所
、

克山县

种子公司和东北农业大学联合进行引种鉴定

试验
，

探讨品种的适应性和就地留种的效果

及年限
。

诺兰
，

均为零代薯
，

直径 ��� 左右
，

由东北

农业大学提供
。

么 � 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行区

，

行长 ����
，

行距 �
�

���
，

株距 ����
，

小区面积 ���� ，
�

次重复
。

么 � 调查项 目

各品种生育状况及产量指标
。

�
�

� 试验地概况及田间管理水平

试验地设在合江地区农业科研所内
，

地

势平坦
，

肥力均匀
，

草甸黑土
，

前茬大豆
，

秋

翻秋施肥
。

施肥水平
�

每公顷施磷酸二铰

�����
，

尿 素 ����
。

播 种 前 施 硫 酸 钾

�������
�。
�月 � 日人工整薯播种

，
�月 �日

收获
。

马铃薯生育期间进行三铲三趟
，

喷三

次 ��来福灵 ����倍药液防治马铃薯瓢虫
，

开花期喷一次增产菌 ��������
“ � 全营养

叶面肥 ������
� � 磷酸二氢钾 ������

“ 。

� 试验结果

�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 材料及来源

东农 ���
、

克新 �号
、

早大白
、

费乌瑞它
、

收稿 日期
� ����一��一��

�� � 生育状况

从表 �看出
，
�个品种脱毒小薯出苗均

比较整齐
，

尤其东农 ��� 和诺兰更为突出
，

出

薯早
、

苗期长势好
、

株型开展分枝多
。

从整

个生育期表现看诺兰较为突出
，

植株繁茂
、

叶

色深绿
，

株高
、

茎粗均占榜首
，

分别为 ��
�

���

和 �
�

����
。
�个品种生育阶段均表现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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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旱和抗病性
。

收获测产时发现
�

费乌瑞它

和诺兰 �个品种块茎带有晚疫病和田间烂薯

现象
，

而费乌瑞它稍重
，

诺兰轻些 � 早大白

块茎有畸型薯
，

可能与干旱有关
。

表 � 马铃薯生育性状调查

其它皮色薯形病害生育期枯黄期茎粗株高开花期叶色出 株 分 繁 茎
� � �

苗 茂
品 释 期 型 枝 性 色

�月�日� �月�日��
��� �����月�日� ���

无无无无东农 ���

克新 �号

早大白

费乌瑞它

诺 兰

���� 开展

黄白黄紫

多 强 绿 绿 ���

中 中
�

绿 绿 ����

����

����

����

����

����

��

��

椭圆 黄

��

��

圆

长圆

��� 开展 多 强 绿 深绿 �八� 能
�

� �
�

�� �� 无 圆

畸型

畸型

烂薯

���
诊

�了���绿绿绿紫弱中少中

展立展开直开
��魂�
二

�产��了��八�
�
��六匕

�� � 产量表现

从表 �看出
，

脱毒小薯产量最高的是东

农 ���品种
，

平均单产 �����
�

������
�，

依次

为 克 新 � 号 ����
�

������
，，

诺 兰

�����
�

������
“ ，

费乌瑞它 �����
�

������
�，

早大白 �����
�

������
� � 单株结薯个数依次

为东农 ��� ���
�

�个�
，

克新 �号 ���
�

�个�
，

诺兰 ��
�

�个�
，

早大白 ��
�

�个�
，

费乌瑞它

��
�

�个�
。

结薯个数的多少
，

做为原种繁殖来

说
，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性状
，

单株数量越多
，

表 � 马铃薯早熟品种脱毒小薯产量性状调查

品 种
单株块茎

个数 �个�

单株块茎

重量 ���

大中薯率

���

产量

顺位

小区平均

产量 ����

差异显著程度

�
�

�� �
�

��

东农 ���

克新 �号

诺 兰

费乌瑞它

早大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繁殖种薯的总个数就越高
，

尤其是在整薯播

种的条件下 �大中薯率在本试验均表现不高
，

主要原因在于都是采用 �
�

��� 大小的小薯

整播的结果
，

在生产上这一环节主要是追求

块茎个数而不是追求商品率 �大薯率�
。

大中

薯率表现依次为费乌瑞它 ���
�

���
，

诺兰

���
�

���
，

早 大 白 ���
�

���
，

克 新 � 号

���
�

�环�
，

东农 ��� ���
�

���� 从产量方差

分析结果上看
，

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

说明试

验地均匀
。

品种间差异东农 ��� 较费乌瑞它

差异显著
，

较早大白差异极显著
，

东农 ��� 与

克新 �号
、

诺兰产量差异不显著
。

� 小 结

�� � 整体试验评价

从整体试验的角度上看
，

试验是成功的
，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

脱毒小薯的产量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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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马铃薯品种脱毒后春
、

秋季

栽培对比试验

李锡志 慕增军 黄瑞年 刘广东 陈正义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科协 �������

� 前 言

临沂市兰山区位于北纬 ��
“
��‘ 一��

�

��
‘ ，

东经 ���
�

��
‘
一 ���

�

��‘ ，

属马铃薯二季作区
。

为尽快解决我区因马铃薯种性退化造成产量

低而不稳的被动局面
，

我们于 ����年起与山

东省农科院合作
，

进行脱毒马铃薯各代种薯

进行系统繁育和推广
。

至 ����年 �年累计繁

收稿 日期
� ����一��一��

殖各代脱毒种薯 ��� 万 ��
，

推广种植脱毒马

铃薯 ������
� 。

据临沂市科委实地测产验

收
，

春种脱毒马铃薯品种鲁引 �号覆盖地膜
，

平均产量 ����������
’ ，

较种植当地不脱毒

薯种增产 ��
�

��
，

平均增产 ����������
� ，

累计增产马铃薯 ����万 ��
，

增加社会效益

����多万元
。
�年来我们先后引进繁殖推广

了鲁引 �号等 �个脱毒马铃薯品种
，

但在我

区进行春
、

秋种植时品种间产量变化差异较

大
，

特进行本试验
。

当地生产 �商品薯�的平均水平
，

当地马铃

薯生产平均 产量在 ����������
�
左右

。

另

外
，

���� 年 �月份正值早熟马铃薯开花和块

茎迅速膨大时期
，

气候严重干旱
，

因此产量

水平也相对受到影响
。

�� � 品种间的评价

�个早熟马铃薯脱毒小薯零代种的脱毒

质量是肯定的
。

在整个生育期内
，

均未发现

有病毒及类病毒的症状发生
。

但是
，

从试验

的田间管理水平上看
，

管理水平是很高的
，

喷

施叶面肥和营养素故然对提高产量有益
，

但

会因此对马铃薯病毒症状的表现起到隐蔽作

用
。

因此
，

今后的原原种生产 田
，

除需喷施

灭虫
、

灭草和防治晚疫病的药剂外
，

尽可能

不进行叶面喷施
，

种子 田地力保持在中等肥

力水平
，

不易太肥
。

综合评价各个品种
，

除早大白品种表现

稍差些外
，

其余 �个品种均表现不错
，

但要

注意 田间对晚疫病的予防
，

减少诺兰和费乌

瑞它的烂薯现象
。

�
�

� 下一步的设想

一年试验的结果代表性不强
，

需第 �年

再重复试验
。
�个品种的种薯就地贮藏

，

翌年

选择块茎大小基本一致的进行整薯播种试

验
，

研究各品种的退化速度
，

探讨各品种在

当地的留种年限
。

另外
，

试验加入由种薯生

产基地克山的相应品种种薯
，

结合经济效益

分析
，

连续进行 �一 �年试验
，
最终总结出合

江地区马铃薯早熟品种留种和生产的最佳技

术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