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薯 7 号是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于 2007 年育成
的新品种，适宜在西北一季作区的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
中南部种植，自庄浪县引进种植以来表现突出，近年被庄浪县确
定为精准扶贫主导产业之一大力发展，全县常年种植面积 1 万hm2

以上，是精准脱贫的有力抓手。然而，前人对陇薯 7 号栽培技术
多有研究，对陇薯 7 号不同级别种薯增产性研究较少，本实验通
过对陇薯 7 号不同级别种薯增产性研，从而指导庄浪县农民选择
适宜种薯种植。

一、材料与方法
（一）试验区自然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庄浪县良邑镇何川村，经度 106° 06 ＇

10.5"，维度 35° 19 ＇ 47.4"，海拔 1732m，年平均降雨量 542mm
左右，年平均气温 8.4℃，无霜期 171d。试验田为川旱地，土壤
类型为黑垆土，试验地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前茬为休闲地。

（二）实验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为陇薯 7 号原原种、原种、一级种、二级

种，供试材料由庄浪县农技中心提供。
（三）试验设计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法设计，设 4 个处理，3 次重复，处理

①：陇薯 7 号原原种；处理②：陇薯 7 号原种；处理③：陇薯 7
号一级种；处理④：陇薯 7 号二级种；小区面积（3.3×6）16.5
㎡，采用全膜垄作穴播模式种植，播种密度 4040 株/亩，试验地
四周设保护行。按当地生态、栽培条件，适时覆膜播种，播前
结合整地，亩施优质土肥 4500kg，尿素 20kg（底施 15kg，追施
5kg），马铃薯专用肥 50kg。出苗后及时放苗，适时追肥、防治病
虫害。各处理栽培管理措施必须一致，且同一管理措施在同一天
内完成，以控制试验误差。试验期内，及时准确调查记载各处理
经生育期、济性状、抗病性（病毒、晚疫病）、抗旱性。于成熟
期每小区取 3 点，每点取 10 株，测定产量。收获时先计数收获株
数，如果 1 个小区缺株 15%以上，作空缺区处理；若 1 个试验内
有 3 个小区缺株 15%，试验报废。试验期间若发生影响试验的意
外气候情况，必须如实记录并分析对试验的影响程度。

二、结果与分析
（一）自然条件对试验的影响
试 验 期 内（4 ～ 9 月 ）， 平 均 气 温 16.38 ℃， 总 降 水 量

551.2mm，与历年平均值相比，气温偏高 0.4℃，降水偏多
36.1%，对试验结果影响较大。其中，马铃薯播种期-苗期（4 月
中旬至 6 月上旬）总降雨 137.4mm，期间降水充足，墒情好，促
进了马铃薯出苗和生长，4 月 5 ～ 7 日出现了一次低温冻害，正
值马铃薯苗期，试验受到影响较大。分枝期-块茎膨大期（6 月
上旬—7 月下旬）降水 329.9mm，其中，7 月平均气温 20.3℃，
降水 194.2mm，较历年同期气温偏低，降水偏多 167.13%、期间
降雨时段长，出现伏涝，对马铃薯块茎形成和膨大极为不利，同
时，连绵阴雨天气对马铃薯晚疫病的扩展流行极为有利。块茎膨
大期-成熟期（7 月下旬—9 月下旬）降水 147mm，较历年同期偏
少 32.51%。其中，8 月降水为 73.3mm，比历年同期偏少 94.4%，
9 月降水为 47.5mm，较历年同期偏少 57.28%，对马铃薯块茎膨大
和成熟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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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试种薯的物候期
由生育期田间记载资料知，处理 2、处理 3、处理 4 分别对

应的陇薯 7 号原种、一级种、二级种各生育期基本相同；处理 1
陇薯 7 号原原种各生育期较其他各处理均迟，其中，出苗期为 5
月 25 日较其他各处理迟 15 天；现蕾期为 6 月 20 日较其他各处理
迟 12 天；开花期为 7 月 1 日较其他各处理迟 11 天；结薯期为 7
月 10 日较其他各处理迟 10 天；成熟期为 9 月 22 日较其他各处理
迟 6 天。处理 1 生育期最长为 172 天较其他各处理迟 7 天。

（三）经济性状
表 1 表明，各处理出苗率一致，均为 98% ；处理 3 和处理

4 主茎数最多，均为 2 个/株；其次是处理 2，为 1.8 个/株；最少
的是处理 1，为 1.3 个/株。株高最高的是处理 2，为 116cm ；其
次是处理，为 96cm ；再次是处理 4，株高为 86cm ；株高最矮的
是处理 1，为 69cm。茎粗最粗的是处理 2，为 2.1cm ；其次是处
理 3、处理 4，均为 1.8cm ；茎粗最细的是处理 1，为 1.2cm。单
株块茎数最多的是处理 2，为 11 粒/株；其次是处理 4，为 9.1 粒/
株；再次是处理 3，为 8.2 粒/株，处理 1 单珠块茎数最少，为 6.3
粒/株。单珠产量最高的是处理 4，为 1.4kg/株；其次是处理 3，
为 1.18kg/株；再次是处理 3 为 1.02kg/株；单株产量最低的是处理
1，为 0.8kg/株。

表 1主要经济性状记载表

处理
出苗率

（%）

主茎数

（个）

株高

（cm）

茎粗

（cm）

单株块

茎数

（粒）

单株

产量

（kg）

平均单

薯重量

（g）

商品

薯率

（%）
1 98 1.3 69 1.2 6.3 0.80 93 29.41
2 98 1.8 116 2.1 11 1.02 126 37.50
3 98 2 96 1.8 8.2 1.18 104 32.20
4 98 2 86 1.8 9.1 1.4 98 31.25

表 1 还表明，平均单薯重量最高的是处理 2，为 126g ；其次
是处理 3，为 104g ；再次是处理 4，为 98g ；单薯重量最低的是
处理 1，为 93g。商品薯率最高的是处理 2，为 37.5% ；其次是处
理 3，为 32.2% ；再次是处理 4，为 29.25 ；处理 1 的商品薯率最
低，为 23.14%。

下表 2 表明，陇薯 7 号不同级别种薯产量影响较大，其
中，处理 2 的产量最高，为 3662.84kg/亩，其次是处理 4，为
3261.17kg/亩，处理 3 产量为 2918.25kg/亩，位居第三，产量最低
的是处理 1，为 2541.31kg/亩，位居第四。

表 2产量结果表

处理
小区产量（kg/16.5 ㎡） 折合产量

（kg/亩）
位次

Ⅰ Ⅱ Ⅲ 平均

1 65.96 106.94 48.97 73.96 2541.31 4
2 130.92 85.95 120.93 106.6 3662.84 1
3 71.96 95.92 86.92 84.93 2918.25 3
4 102.90 86.90 94.94 94.91 3261.17 2

三、结束语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级别的陇薯 7 号马铃薯对株高、茎粗、

商品薯率、产量、等影响较大，其中，原种株高、茎粗、产量
均位居第一，分别为 116cm、1.8cm、3662.84kg/亩，商品薯率为



37.50%，抗病性强，可在庄浪县旱地梯田或相同气候类型地区推
广种植；其次是一级种的株高、茎粗均位居第二，分别为 96cm、
2cm，商品薯率为 32.20%，抗病性强，可在庄浪县旱地梯田或相
同气候类型地区推广种植；二级种的株高、茎粗、产量位居第
三，抗病性弱，不建议大面积种植；原原种的株高、茎粗、产量
分位居第四，抗病性强。

试验期内，遇持续降雨造成的伏涝和低温冻害天气，对不同级
别陇薯7号马铃薯经济性状和产量影响较大，建议下年继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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