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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天水市三大作物之一
，

历年播

种面积约 �� 万亩左右
，

占全省马铃薯总播种

面积的 ���
，

占全市秋播作物的 ��� 上下
。

因此马铃薯产量的高低
，

直接关系着我市广

大山区农民吃饭和经济收人的大问题
。

但在

近些年来
，

马铃薯生产中产量低而不稳的突

出问愚是病毒病
、

晚疫病的广泛传播和复合

侵染
，

缺乏过硬的抗病
、

抗退化品种
。

对此
，

我们在马铃薯选育过程中
，

于
“

九五
”

期间调

整了育种目标
，

以抗病
、

高产
、

优质为主攻方

向
，

培育出 了适宜 当地种植的马铃薯新品

种 一 天薯 �号
。

� 产量表现

� 选育过程

天薯 �号是 ����年用 当地农家品种秋

来旺为母本
，
���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

，

原编

号为 ��一 ��一 �� ����一 ����年进人无性 系

选种试验
，

表现突出� ����一���� 年在站内

洲于产量比较试验 �����一����年参加原天水地

区区域试验 �����一 ����年参加甘肃省区域

试验
，

同时在相应地区进行生产试验示范
，

其

产量及其它农艺性状均优于对照
，

符合甘肃

省马铃薯协作攻关课题中的各项经济指标
，

于 ����年 �月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
����年 �

月由天水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审定
，

定名

为天薯 �号
。

��� 站内试验

天薯 �号在 ���� 年预备试验 中
，

亩产

����
�

�千克
，

较对照增产 ��
�

��
，
����一 ����

年在品种比较试验中
，

平均亩产 ����
�

�千克
，

比对照增产 �
�

���
。

��� 区域试验

���� 一 ����年天薯 �号在原天水地 区

区试的 �年 �� 点次试验中
，

平均亩产 ����
�

�

千克
，

较对照小白花增产 ��
�

��
，

其中增产��

点次
，

占 �����
，

增幅为 �
�

�� 一 ��
�

��
，

减产

�� 点次
，

占 �����
，

减幅为 ���� 一 ��
�

��
，

�年试验平均居参试品种首位
。

����一 ����年天薯 �号参加了甘肃省

区域试验
，

在 �个 �� 点次试验 中
，

平均亩产

������千克
，

较统一对照陇薯 �号增产����
，

居参试 �� 品种的第二位
，

其中增产点 �� 点

次
，

占 �����
，

增幅为 ���� 一 �����
，

平产

点 与 减 产 点各 �点 次
，

减 幅 为 ���� 一

�
�

��
。

��� 生产试验示范

该品种以 ���� 一 ���� 年在本市秦安县

郭集乡
、

秦城区中梁乡及省内陇南地 区的西

和县
、

庆 阳地 区农科所等地进行 了生产试

验
、

示范
。

在省内 �年 �点次生产试验中
，

平

均亩产 ����
�

�千克
，

较对照增产 ��
�

��
，

在 �

年 �点 次生 产示 范 中
、
平均亩产 ������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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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较对照增产 ��
�

��
。

� 主要特征特性

��� 植物学特征

天薯 �号株型扩散
，

株高 �� 一 �� 厘

米
，

叶浓绿色
，

茎秆绿色
，

复叶较大
，

花浅紫

色
，

花粉量多
，

自交结实性 弱
，

块茎 长椭 圆

形
，

皮肉均为淡黄色
，

芽眼 �一 �� 个
，

深浅

中等
。

��� 生物学特性
�

�

天薯 �号 生 育期 适 中
，

块茎大而整

齐
，

商品率高
。

该品种播种至成熟 �加 天
，

出

苗 至成熟 �� 天左 右
，

属 中熟 品种
，

甸 旬 茎

短
，

结薯集中
，

大
、

中薯数比率
、

为 ��
�

��
，

大
、

中薯重 比率为 ��
�

��
，

平均薯重 ��� 克
，

经甘

肃省 农科 院测 试 室 化 验分析 淀粉含量 为

�� ���
，

维生素 �含量 ��
�

�� 毫克���� 克
，

粗蛋

白含量 �
�

���
，

还原糖含量 �
�

���
，

干物质含

量 ��
�

��
，

龙葵素含量 �
�

�� 毫克���� 克
。

�
�

天薯 �号高抗病毒病
，

中抗晚疫病
，

较抗环腐病
。

该品种在 �年省区试中平均花

叶型发病率为 �
�

��
，

卷 叶型发病率为 �
�

��
，

束顶型发病率为 ���
，

分别较对照陇薯 �号

低 �
�

��
、

�
�

�� 和 �
�

��
，

另 据 省 农 科 院植

保所用指示植物和血清学室内鉴定
，

天薯 �

号主要感染 ��� 和 ��� 两种病毒
，

其感病

指 数 为 ��
�

��
，

较 感 病 对 照 临 薯 �� 号 低

�����
，

较抗病对照陇薯 �号低 ��
�

���在晚疫

病方面
，

经省农科院植保所人工接菌和 自然

诱发检查
，

该品种植株感病指数为 ��
�

��
，

较

感病对照
“
���一�少低 �

�

��
，

较抗病对照 渭

薯 �号高 �����在环腐病方面
，

从 �年原地

区区试结果来看
，

天薯 �号植株发病指数为

�����
，

较对照小白花高 �
�

��
，

块茎发病指

数为 �����
，

较对照高 ����
。

� 适应范围及栽培要点

本品种适宜在天水市半干旱及二阴地区及

省内相似地区推广
，

因其中抗晚疫病
，

不宜在

高寒阴湿地区过多种植
。

在栽培技术方面
，

根据该品处特征特性
，

应掌握好以下主要技

术环节 �

�
�

因该品种属中熟品种
，

为保证其充分

的生长发育和避免后期晚疫病侵染
，

要求适

期早播
，

成熟即收
。

�般 山旱地可在 �月

上
、

中旬播种
，
�月上旬收获

，

高寒阴湿山区可

在�月中
、

下旬播种
，
�月中

、

下旬收获
�

�
�

因该品种株丛紧凑
，

结薯集中
，

生长

整齐
，

有利于实行垄作栽培
，

为充分发挥其群

体生产潜力
，

在肥力较好的条件下
，

可实行双

籽垄作
，

密度应在 ����一 ����株为宜 �在中

等肥力的一般山区和二阴地区
，

每亩以 ����

株为宜 �在高寒 阴湿 山 区
，

每亩 以 ���� 一

����株为宜
。

�
�

因该品种抗环腐病性能不强
，

为延长

本品种的利用年限
，

播种时应坚持切 刀消毒

或药剂浸种
，

留种时应把好
“

人窖关
” ，

有条

件的地方可采用芽栽
、

夏播留种
、

微型薯播种

等栽培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