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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庄浪县旱地梯田全膜垄作栽培条件下， 以青薯 168 为对照， 对 6 个马铃薯新品种（系）进行了比较
试验。 结果表明， 陇薯 10 号、 天薯 11 号出苗整齐， 田间长势强， 经济性状好， 抗晚疫病， 折合产量分别为
38 434.3、 36 565.7 kg/hm2， 分别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9 343.4、 7 474.8 kg/hm2， 增产率分别为 32.12%、
25.69%， 可作为主栽品种在庄浪县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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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马铃薯新品种（系）在庄浪县旱地梯田品比
试验初报

马铃薯是庄浪县区域特色产业之一， 年播种
面积 3 万 hm2 以上， 约占粮食作物总播面积的
30%， 是农民增产增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1�-�3�］。 目
前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栽品种单一， 抗逆
性强、 增产潜力较大的后备品种引进不足， 对马
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影响。 为此， 我们于
2015 年在庄浪县进行了马铃薯品种（系）比较试验，
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陇薯 10 号、 陇薯 12 号，
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选育； 冀张薯 8
号由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选育； 庄 11-8-3 由甘
肃省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选育； 天薯 11 号、
天薯 12 号由甘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
对照品种为青薯 168， 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研
究所选育。 供试地膜为幅宽 120�cm、 厚 0.01�mm
黑色地膜， 由天水市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尿素（含 N�46%） 由中国石化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生
产， 普通过磷酸钙 （含 P2O5�12%） 由甘肃省白银
磷盐化工厂生产， 硫酸钾（含 K2O�33%）由甘肃省
白银丰宝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庄浪县郑河乡庙川村， 当地海拔

2�042�m， 近 10�a 平均气温 9�℃， 无霜期 173�d， ≥
10�℃有效活动积温 3�102�℃， 年降水量 520�mm。
试验地为川旱地， 黑垆土， 地势平坦， 地力中等，
肥力均匀。 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4.46�g/kg、 速效氮
127�mg/kg、 速效磷 18�mg/kg、 速效钾 264�mg/kg，
前茬为小麦。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每品种 1
个处理， 共 7 个处理，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19.8�
m2（3.3�m×6.0�m）。 起垄覆膜前， 结合整地基施腐
熟有机肥 75�000�kg/hm2、 尿素 375�kg/hm2、 普通过
磷酸钙 750�kg/hm2、 硫酸钾 225�kg/hm2。 采用全膜
垄作侧播栽培方式种植， 3 月 20 日起垄覆膜， 垄
宽 70�cm， 垄高 15�cm， 沟宽 40�cm。 4 月 18 日播
种， 密度 52� 500 株 /hm2。 现蕾期追施尿素 300�
kg/hm2。 其他管理同当地大田。 观察记载各品种生
育期及其主要经济性状， 调查晚疫病发病情况。 9
月 28 日收获， 收获时每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考种，
按小区单收计实产。
1.3 晚疫病调查方法

在马铃薯晚疫病发生高峰期， 每小区按 5 点
取样， 每点取 2 株， 共 10 株， 调查严重度，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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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叶率、 病情指数。 晚疫病严重度按 9 级分级标
准统计： 0 级， 无病斑； 1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
叶片面积 5%以下； 3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
面积 6%～10%； 5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11%～20%； 7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21%～50%； 9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50%
以上［4�-�5�］。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调
查总叶数×9）］×100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参试的马铃薯品种均为中
熟品种， 在庄浪县旱地梯田均能正常成熟， 生育
期为 117～139�d。 其中， 庄 11-8-3 生育期最长，
为 139�d， 较青薯 168（CK）长 22�d； 其次是陇薯 10
号， 为 132�d�， 较青薯 168（CK）长 15�d； 天薯 11
号、 天薯 12 号生育期均为 125�d， 均较青薯 168
（CK）长 8�d； 陇薯 12 号生育期为 124�d， 较青薯
168（CK）长 7�d； 冀张薯 8 号为 120�d， 较青薯 168
（CK）长 3�d； 青薯 168（CK）生育期最短， 为 117�d。

2.2 晚疫病抗性
田间调查结果（表2）表明， 天薯 11 号发病最

迟， 为 9月 23 日， 病情指数最低， 为 6.5%， 发病
时间较青薯 168（CK）迟 26�d， 病情指数较青薯 168
（CK）低 2.7 百分点； 其次是陇薯 10 号， 发病较
迟， 为 8 月 23 日， 病情指数低， 为 7.5%， 发病时
间较青薯 168（CK）早 5�d， 病情指数较青薯 168
（CK）低 1.7 百分点； 陇薯 12 号发病时间为 8 月 12
日， 病情指数为 8.5%， 发病时间较青薯 168（CK）

早 16�d， 病情指数较青薯 168（CK）低 0.7 百分点；
庄 11-8-3 发病时间迟， 为 8 月 31 日， 病情指数
较为 16.8%， 发病时间较青薯 168（CK）迟 3�d， 病
情指数较青薯 168（CK）高 7.6 百分点。 冀张薯 8 号
发病时间最早， 为 7 月 24 日， 病情指数较高， 为
22.3%， 发病时间较青薯 168（CK）早 35�d， 病情指
数较青薯 168（CK）高 13.1 百分点； 天薯 12 号发病
时间为 7 月 27 日， 病情指数最高， 为 25.5%， 发
病时间较青薯 168（CK）早 32�d， 病情指数较青薯
168（CK）高 16.3 百分点。

2.3 主要性状
从表 3 可以看出， 参试马铃薯株高以庄

11-8-3 最高， 为 118.0�cm， 较青薯 168（CK）高
20.0�cm； 其次是陇薯 10 号， 为 108.0�cm， 较青薯
168（CK）高 10.0�cm； 天薯 11 号居第 3， 为 102.0�
cm， 较青薯 168（CK）高 4.0�cm；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最低， 均为 92.0�cm， 较青薯 168（CK）均低
6.0�cm； 冀张薯 8 号为 94.6�cm， 较青薯 168（CK）
低 3.4�cm。 薯形陇薯 10 号、 青薯 168（CK）均为长
椭圆形， 陇薯 12 号、 冀张薯 8 号、 庄 11-8-3 均
为椭圆形， 天薯 11 号、 天薯 12 号均为圆形。 薯
皮色陇薯 10 号、 庄 11-8-3 均为黄色， 陇薯 12
号、 天薯 11 号、 天薯 12 号、 冀张薯 8 号均为淡
黄色， 青薯 168（CK）为红色。 薯肉色陇薯 10 号、
庄 11-8-3、 青薯 168（CK）均为黄色， 陇薯 12 号为
淡黄色， 天薯 11 号、 天薯 12 号、 冀张薯 8 号均
为白色。 芽眼色陇薯 10 号为黄色，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 冀张薯 8 号均为白色， 天薯 11 号为
淡紫色， 庄 11-8-3 为淡红色， 青薯 168（CK）为红

品种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期 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成熟期

陇薯10号 18/4 19/5 14/6 23/6 28/9 132

陇薯12号 18/4 19/5 11/6 22/6 20/9 124

天薯11号 18/4 20/5 15/6 23/6 22/9 125

天薯12号 18/4 21/5 13/6 24/6 23/9 125

冀张薯8号 18/4 18/5 19/6 18/6 15/9 120

庄11-8-3 18/4 20/5 15/6 25/6 6/10 139

青薯168（CK） 18/4 20/5 17/6 23/6 14/9 117

品种
发病
时间

/（日/月）

病情指数/% 较对照
增加

/百分点
位
次Ⅰ Ⅱ Ⅲ 平均

陇薯10�号 23/8 7.4 7.8 7.3 7.5 -1.7 2

陇薯12号 12/8 8.3 8.5 8.6 8.5 -0.7 3

天薯11号 23/9 6.3 6.6 6.5 6.5 -2.7 1

天薯12号 27/7 26.4 24.2 25.9 25.5 16.3 7

冀张薯8号 24/7 22.8 21.7 22.4 22.3 13.1 6

庄11-8-3 31/8 16.4 17.3 16.8 16.8 7.6 5

青薯168（CK） 28/8 9.2 9.1 9.4 9.2 4表 1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2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晚疫病发病时期及病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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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芽眼陇薯 10 号、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 冀
张薯 8 号、 青薯 168（CK）均浅， 天薯 11 号、 庄
11-8-3 均较深。 单株块茎数以陇薯 10号最多， 为
4.5 个， 较青薯 168（CK）多 0.3 个； 其次是天薯 11
号， 为 4.4 个， 较青薯 168（CK）多 0.2 个； 陇薯 12
号、 冀张薯 8 号均为 4.3 个， 较青薯 168（CK）均多
0.1 个； 庄 11-8-3 最少， 为 4.1 个， 较青薯 168
（CK）少 0.2 个。
2.4 产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折合
产量以陇薯 10 号最高， 为 38�434.3�kg/hm2�， 较青
薯 168（CK）增产 9�434.4�kg/hm2， 增产率 32.12%；
其次是天薯 11 号， 为 36�565.7�kg/hm2， 较青薯
168（CK）增产 7474.8�kg/hm2， 增产率 25.69%； 庄
11-8-3 居第 3， 为 33�989.9�kg/hm2， 较青薯 168
（CK）增产 4�899.0�kg/hm2， 增产率 16.84%； 冀张薯
8号为 30�656.6�kg/hm2， 较青薯168（CK）增产5.50%，
位次第 4。 其他品种均较青薯 168（CK）减产， 其中
陇薯 12 号折合产量为 27�679.8�kg/hm2， 较青薯

168（CK）减产 1�414.1�kg/hm2， 减产率 4.86%； 天薯
12 号折合产量为 26� 969.7� kg/hm2， 较青薯 168
（CK）减产 7.29%。 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F=273.579�＞ F0.01=4.821， 相关系数为 0.536， 表明
各品种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进一步用
LSR-SSR 法进行多重比较， 陇薯 10 号与天薯 11
号、 庄 11-8-3、 冀张薯 8 号、 青薯 168（CK）、 陇
薯 12 号、 天薯 12 号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天薯
11 号与庄 11-8-3、 冀张薯 8 号、 青薯 168（CK）、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庄
11-8-3 与冀张薯 8 号、 青薯 168（CK）、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冀张薯 8 号
与青薯168（CK）、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 青薯 168（CK）与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陇薯 12 号与天薯 12 号
差异不显著。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参试马铃薯新品种（系）在庄
浪县旱地梯田全膜垄作栽培条件下， 均能正常生

品种 株高
/cm 薯形 薯皮色 薯肉色 芽眼色 芽眼深浅 单株块茎数

/个

陇薯10号 108.0 长椭圆 黄 黄 黄 浅 4.5

陇薯12号 92.0 椭圆 淡黄 淡黄 白 浅 4.3

天薯11号 102.0 圆 淡黄 白 淡紫 较深 4.4

天薯12号 92.0 圆 淡黄 白 白 浅 4.1

冀张薯8号 94.6 椭圆 淡黄 白 白 浅 4.3

庄11-8-3 118.0 椭圆 黄 黄 淡红 较深 4.0

青薯168（CK） 98.0 长椭圆 红 黄 红 浅 4.2

品种 平均小区产量
/（kg/19.8�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陇薯10号 76.1 38�434.3�aA 9�343.4 32.12 1

陇薯12号 54.8 27�676.8�fF -1�414.1 -4.86 6

天薯11号 72.4 36�565.7�bB 7�474.8 25.69 2

天薯12号 53.4 26�969.7�fF -2�121.2 -7.29 7

冀张薯8号 60.7 30�656.6�dD 1�565.7 5.38 4

庄11-8-3 67.3 33�989.9�cC 4�899.0 16.84 3

青薯168（CK） 57.6 29�090.9�eE 5

表 3 参试马铃薯品种的主要性状

表 4 参试马铃薯品种（系） 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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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数据化的时代， 计算机和网络应用得
到极大的普及， 科研人员面对传统的海量纸质文
件进行项目申报、 数据统计、 检索和宏观趋势观
察等变得十分困难。 科研管理系统是以科研过程
管理为核心， 以计划、 申报、 审核、 管理、 验收、
合同、 成果等为主线， 通过先进的“工作流程系
统”对科研单位的科研业务进行全面管理， 可以有
效地规范科研工作的流程， 提高科研院所的科研
管理水平，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满足各
级科研机构对科研工作的管理需要， 使科研管理
过程全面信息化， 达到提高科研办公效率的目的，
也可为科研任务的绩效考评提供数据依据检索。

科研管理在科研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仅影响着科研管理的效
率、 能力， 而且对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创造性
以及科研单位的综合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
此， 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的科研管理系统势在必
行［1�］。
1���农业科研管理系统研发的意义
1.1 适应科研机构改革的需要， 促进农业科研创
新

我国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改革的深
化， 促使农业科研项目管理领域逐步引入了新的
管理理念， 并对农业科研管理模式产生了全新的

摘要：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开发建立了实用的科研管理系统， 并与现有OA系统整合， 配套科研成果知识产
权交易库和交易平台， 从而可更便捷高效地开展农业科研管理系统服务工作。 系统使用中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
防护、 存储、 备份工作。

关键词： 科研管理系统； 项目申报； 数据库； 展示交易；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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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任 竹， 陈 磊， 江 懿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31）

长和成熟， 其中陇薯 10 号， 天薯 11 号出苗整齐，
田间长势强， 经济性状好， 抗晚疫病， 折合产量
分别为 38�434.3、 36�565.7�kg/hm2， 分别较对照品
种青薯 168 增产 9�343.4、 7474.8�kg/hm2， 增产率
分别为 32.12%、 25.69%， 可作为主栽品种在庄浪
县推广种植。 庄 11-8-3 出苗整齐， 田间长势强，
经济性状较好， 较抗晚疫病， 折合产量为 33�989.9�
kg/hm2， 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4�899.0�kg/hm2，
增产率为 16.84%， 可作为配套品种示范种植。 冀
张薯 8 号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1�565.7�kg/hm2，
增产率 5.5%， 田间长势较强， 经济性状较好， 但
晚疫病发病最早， 抗病性差， 有待继续试验验证。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田间长势较强， 经济性状
较好， 但晚疫病发病早， 分别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减产 4.86%、 7.30%， 不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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