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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Classified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dopted and CNKI (http://www.cnki.net/) data source was used for

analysis of the colorful potato literatures from 2010 to 2020 in China about quantity, annual distribution, periodicals

distribu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research contents of related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lorful potatoes in China.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colorful potatoes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small. Sichuan, Gansu and Yunnan Provinces did more researches, and Zhejiang Province did the most in-

depth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colorful potatoes. The disciplin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rop and light industry,

and most research contents were about genetics and breeding, and variety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In the

processing field, the study direction tended to be in food development,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wa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exploration. Overall, the research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in China is not deep enough. There are few elite

colorful potato varieties, and the yield is low. The research about production and post-production is not deep enough

either. The cost of potato anthocyanin extraction is high, and there are no mature products in the fields of indust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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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析中国彩色马铃薯研究现状，采用文献计量学统计方法，以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为数据源，对

2010~2020年中国彩色马铃薯领域研究文献进行了论文数量、年份分布、期刊分布、省份分布和研究内容统计分析。中国

彩色马铃薯领域发文量总体较少，四川、甘肃和云南对彩色马铃薯研究较多，浙江开展的研究最为深入全面。彩色马铃薯

研究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和轻工业，研究内容最多的是遗传育种和引种栽培，加工方向食品类开发较多，医用开发

方面还停留在前期原理探索过程。总体来说，中国彩色马铃薯研究工作不够深入，优秀的彩色马铃薯品种较少，整体产量

偏低，产中产后研究不够深入，马铃薯花青素提取的工艺成本较高，在工业、医学等彩色马铃薯能产生极高经济附加值的

领域未有成熟的产品，制约了彩色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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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位[1]。薯皮、薯肉为彩色，具有特别营养价值的马

铃薯，称为彩色马铃薯。彩色马铃薯富含花青素，

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等多种保健功能[2]，开发前景广

阔。文献报道产量最高的为 2013~2014年在巴彦淖

尔市种植的‘铃田黑彩’，产量为50 691 kg/hm2[3]，其

次为 2012年广西钦州地区种植的‘黑金刚’，产量

为 41 702.70 kg/hm2[4]。‘黑美人’的产量和花色苷

含量均低于‘黑金刚’[4-7]。

彩色马铃薯具有较高的蛋白质含量[8]，维生素

C含量也较高[9]，富含花青素，具有一定的保健功

能。马铃薯多酚类化合物明显抑制肝癌和结肠癌

细胞体外增殖 [10]，紫色马铃薯皮花色苷提取物能

有效抑制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Du145、PC-3
细胞的增殖 [11]。推测马铃薯花色苷提取物可能是

通过抗氧化和促氧化两种机制同时抑制细胞的增

殖，并且可能与半胱天冬酶机制以及雄性激素相

关 [12]。同时，研究表明紫马铃薯花色苷提取物能

显著地抑制3T3-L1前脂肪细胞的增殖，减少细胞

中脂质的沉积，具有减肥降脂的功效 [13]。紫色马

铃薯花色苷还具有降血糖的作用[14]。

2010~2020年已研究克隆并分析了参与紫色

马铃薯花青素合成途径中重要的基因 F3H 和

CHS[15]、StF3＇5＇H、StDFR和 StUFGT[16]、DFR[17]、
StDof2[18]、 R2R3 MYB[19]、 StAN1[18]、 St4CL[20] 等 。

彩色马铃薯花青素含量与品种相关，不同的栽培

条件亦影响花青素的含量。海拔越高，花青素含

量越高 [21]。同一品种的不同器官在不同生育时期

花青素含量不同[22]。

彩色马铃薯已开发的产品主要为食品类，包

括紫马铃薯全粉 [23]、紫马铃薯饮料和米酒 [24]、紫

色马铃薯冲调营养粉 [25]、全粉蛋糕 [26]、彩色马铃

薯馒头[27]、饼干[28]、沙琪玛[29]等。

马铃薯花青苷提取工艺主要为有机提取液浸

提，并利用树脂纯化。研究表明，用盐酸甲醇作

提取液提取出的花色苷含量显著高于盐酸乙

醇 [30]，利用优化乙醇浸提法提取花青素，并辅以

超声、微波、加压、脉冲等提取方法，可显著提

高紫马铃薯花青素的提取量[31]，纯化树脂有AB-8
大孔树脂 [32]、D-101树脂 [33]等。本文以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为数据源，对 2010~2020年
发表在国内期刊上彩色马铃薯领域研究文献进行

了统计分析，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分析彩色马铃薯

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现状及趋势，以供国内同

行开展下一步彩色马铃薯研究工作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采用高级检索，以“彩

色”“紫色”“马铃薯”为检索关键词，检索 2010~
2020年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所有相关研究文献，

搜索结果人工排除综述、新闻、获奖信息等非研

究类文献，共检索出文献242篇。

1.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学及Excel 2013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量的年份分布

2010~2020年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文献共 242
篇，数量较少，2019年发表文献最多，为 32篇，

2011年最少为 14篇，各年度发表文献数整体变化

不大（表 1），说明这 11年来中国彩色马铃薯研究

工作开展较少，重视度不够。

2.2 文献作者隶属机构及省份分布

开展彩色马铃薯研究的机构共 102家，其中

发文超过 5篇的机构共 14家（表 2），占 13.73%，

主要为各大农业院校，其次为农业研究机构，说

明中国彩色马铃薯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有高

校和事业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开展研究最多，

其次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3
所院校均位于中国马铃薯主产区。发文超过 5篇
的机构论文总数占所有论文总数的 45.48%，其他

medicine, which could produce high economic added value, thus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ful potato industry.

Key Words:Key Words: colorful potato; literature analysis; classified statistic; bibliometrics

178



· ·

大部分机构发表文献较少，侧面说明各机构对彩

色马铃薯研究不深入。

各省份发文情况如表 3所示，全国共 24个省

（市）开展了彩色马铃薯研究。发文量前 3位省份

分别为四川、甘肃和云南，均属于中国的马铃薯

主产区，而发文量并列第四位的浙江并非马铃薯

主产区。进一步研究浙江省发表的论文，研究内

容包括彩色马铃薯的引种栽培、彩色马铃薯花青

素提取工艺、彩色马铃薯花青素的医用研究等全

产业链的技术，研究较其他省份更深入，说明浙

江省在挖掘彩色马铃薯高附加值方面的研究投入

更多。

表1 2010~2020年国内发表有关彩色马铃薯论文年份分布

Table 1 Year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年份

Year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Total

年文献量（No.）
Annual article quantity
15
14
30
19
21
26
26
23
18
32
18
242

占比（%）
Proportion
6.20
5.79
12.40
7.85
8.68
10.74
10.74
9.50
7.44
13.22
7.44

100

2.3 不同期刊的载文分布

2010~2020年发表彩色马铃薯相关文献的期

刊共有 102种，其中发文超过 5篇的期刊有 6种
（表 4），共发论文 42篇，占论文总量的 17.36%，

其中食品类居多，其次为分子植物育种。说明中

国发表马铃薯的期刊种类众多，但食品深加工类

的期刊较少且集中。同时说明，中国彩色马铃薯

的开发与利用依旧主要停留在前端的育种和食品

初加工阶段。

2.4 文献学科分布情况

马铃薯研究文献共涉及4类学科，研究方向主要

集中在农作物和轻工业，分别占总学科的70.66%和

24.79%（表5）。说明目前中国彩色马铃薯科研工作

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其次是轻工业方面，在医

学方面略有涉足，但整体开发不够深入，开发面

窄，彩色马铃薯的附加值未能充分发挥和利用。

2.5 文献研究的内容及对象

242篇彩色马铃薯领域研究文献可分为遗传

育种、引种栽培、提取测定、食品开发、医用开

发和贮藏 6个主题类型（表 6）。结果表明，彩色马

铃薯研究最多的领域为遗传育种和引种栽培，针

对食品粗加工和花青素的提取和含量测定也有一

定的研究，医用开发和贮藏的研究工作相对薄

弱，医用研究主要在浙江、江苏和湖北3省开展。

文献中彩色马铃薯的品种（系）涉及众多，主

要品种有‘黑美人’‘黑金刚’‘红美’‘紫云 1号’和

‘红玉’（表 7）。其中以‘黑美人’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文章占 8.68%，以‘黑金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文献占 8.26%，说明‘黑美人’‘黑金刚’在中国种

植面积相对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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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0~2020年发表有关彩色马铃薯论文总量超过10篇的省份

Table 3 Provinces which published more than 10 articles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from 2010 to 2020

省份

Province
四川 Sichuan
甘肃 Gansu
云南 Yunnan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浙江 Zhejiang
陕西 Shaanxi
湖北 Hubei
贵州 Guizhou
黑龙江 Heilongjiang
重庆 Chongqing
总计 Total

文献数量（No.）
Article number
24
23
23
22
22
20
16
13
12
10
185

占比（%）
Proportion
9.92
9.50
9.50
9.09
9.09
8.26
6.61
5.37
4.96
4.13
76.43

表2 2010~2020年发表有关彩色马铃薯论文总量超过5篇的机构

Table 2 Institutions which published more than five articles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from 2010 to 2020

发文机构

Institution
内蒙古农业大学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四川农业大学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Chongq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云南农业大学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Chengdu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东北农业大学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Gan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湖南农业大学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华中农业大学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甘肃农业大学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总计 Total

文献数量（No.）
Article number
19
11
10
9
9
8
7
6
6
5
5
5
5
5

110

占比（%）
Proportion
7.85
4.55
4.13
3.72
3.72
3.31
2.89
2.48
2.48
2.07
2.07
2.07
2.07
2.07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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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0~2020年国内发表有关彩色马铃薯论文学科分布

Table 5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published articles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from 2010 to 2020

学科

Subject
农作物 Crop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医学 Medical science
植保 Plant protection

文献数量（No.）
Article number
171
60
10
1

占比（%）
Proportion
70.66
24.79
4.13
0.41

表6 2010~2020年国内发表有关彩色马铃薯论文主题分布

Table 6 Them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published articles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from 2010 to 2020

主题类型

Topic type
遗传育种 Genetics and breeding
引种栽培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食品开发 Food development
提取测定 Extraction and determination
医用开发 Medical development
贮藏 Storage
总计 Total

文献数量（No.）
Article number
88
80
38
22
9
5

242

占比（%）
Proportion
36.36
33.06
15.70
9.09
3.72
2.07

100

表4 2010~2020年国内发表有关彩色马铃薯论文超过5篇的期刊

Table 4 Journals which published more than five articles about colorful potatoes from 2010 to 2020

刊名

Journal
食品工业科技 Food Industry Technology
中国食物与营养 Chinese Food and Nutrition
分子植物育种 Molecular Plant Breeding
食品研究与开发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食品科学 Food Science
西南农业学报 Southwest Agricultural Journal
总计 Total

文献数量（No.）
Article number
9
8
7
7
6
5
42

占比（%）
Proportion
3.72
3.31
2.89
2.89
2.48
2.07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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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彩色马铃

薯领域发文量总体较少，年度间变化不大，文献

作者的隶属机构较多，对彩色马铃薯开展深入研

究的机构较少，说明中国彩色马铃薯研究工作不

够深入，社会重视度不高。对彩色马铃薯研究较

多的省份是四川、甘肃和云南，浙江开展的研究

最为全面，更加重视彩色马铃薯高附加值产业的

发展。

彩色马铃薯研究学科范围分布较少，主要集

中在农作物和轻工业，研究最多的是遗传育种和

引种栽培，产品开发中食品类开发较多，在医用

开发方面还停留在前期原理探索过程。说明中国

彩色马铃薯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优秀的彩色马铃

薯品种较少，整体产量偏低，对影响马铃薯花色

苷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不够透彻，马铃薯花青素

提取的工艺成本较高，深加工产品种类较少，在

工业、医学等彩色马铃薯能产生极高经济附加值

的领域未有成熟的产品，制约了彩色马铃薯产业

的发展。

总之，中国在彩色马铃薯领域的整体科研能

力不足，产中产后研究不够深入，未能充分挖掘

和发挥彩色马铃薯的经济效益。本文从多方面揭

示了中国彩色马铃薯近几年来的科研状况及成

果，分析了薄弱环节，为今后中国彩色马铃薯研

究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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