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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of Leaf Area with Yield and Quality in Potato
LI Jun, ZHONG Yingna, GUO Huachun*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China )

Abstract: The leaf area and corrected coefficient of five potato varieties were measured and furtherm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f area, and yield and qualit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f area and corrected coefficient of five
potato varieties had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the coefficient obtained in one variety would not be applied in another.
Moreover, leaf area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uber yield but not with any quality trait. These suggested that the
enlargement of leaf areacouldenhance theexport of photosynthetic product andcause increase ineconomic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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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测定了 5个马铃薯品种的叶面积和系数法的矫正系数，进行了叶面积与块茎产量和品质的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5个马铃薯品种的叶面积和矫正系数（K）具有极显著差异，矫正系数不能在品种间通用。叶面积与
产量有显著的正相关，但与淀粉、蛋白等品质指标无相关性，表明叶面积的增加能加强光合产物的输出，提高马铃
薯的经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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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在

农业生产中，作物产量的形成主要依靠叶片的光合

作用，提高作物经济产量的根本途径是改善其光合

性能，即：提高光合能力、增加光合面积、延长光

合时间、降低产物消耗及经济系数提高。叶面积的

大小与光合面积直接相关，因此，叶面积的测量在

研究植物营养、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田生态系

统及植保措施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叶面积的测定方法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方格

法、称重法、求积仪法、系数法和回归方程法等，

也有用 LI-3000 和 GSta 等叶面积仪直接测定法 [1]。
随着图像处理技术及分析软件的发展，数码相机、
扫描仪逐渐应用到叶面积的测定上来[2-6]。这些方法

各有优缺点，如图像分析法对于马铃薯叶面积具有

较高的精度和准确性[7]，但是图像采集需要数码相机

或扫描仪，数据分析需要电脑、相应的软件，而测

量外形复杂的叶片则使精度降低[8]。因此，实际应用

时应根据测量对象、要求精度和条件采用不同的方

法进行叶面积测定。
马铃薯作为四大作物之一，在我国栽培面积较

广，对广大农村和基层科研部门来说，寻求一种简

易实用的测量方法是有必要的。系数法属于一种传

统测量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赵春燕等[9]曾用系

数法测定了一个马铃薯品种的叶面积，得出其矫正

系数（K 值），但此值能否用于其他马铃薯品种的测

定未给出结论。因此，采用系数法进一步增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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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数量，观察马铃薯各品种间的K 值是否具有通

用性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各品种叶面积的差异会

影响到光合产物的输出，叶面积大小和地下块茎产

量、品质是否具有一定的联系，这些问题的阐明对

于大田栽培、种质资源评价、育种等将提供有益的

参考和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试验的马铃薯品种，分别是‘合作 88’、‘丽薯

6 号’、‘剑川红’、‘转心乌’及‘黑美人’，其中前 2
个是云南主栽品种，后 3 个都是彩色品种，‘剑川

红’与‘转心乌’是云南地方品种，‘黑美人’是国外

引进品种，种薯均由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

提供。
试验于 2011 年 3～10 月在云南农业大学后山农

场及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进行。土壤施足

底肥后于 3 月 23 日播种，采用单行起垄播种，株行

距为 0.3 m × 0.6 m，每个品种 40 株；田间管理包括

中耕除草、追肥培土、人工浇灌及病虫害防治等，8
月20 日当大部分叶片变黄时收获。
1.2 方 法

1.2.1 叶面积测定
测定采用系数法，实际叶面积采用纸样称重法

进行[9,10]。在马铃薯盛花期，每个品种随机选择 15 株

长势正常的植株，每株选取 2 片功能叶，平整放置

后量取叶长和最大叶宽，随后在标准 A4 纸上精确

描绘叶片形状，裁剪纸模烘干后在万分之一电子分

析天平上称取重量。每个品种各测定 30 个叶片。以

每片叶的实际面积除以长宽积得到系数，最后取各

叶系数的平均值为矫正系数（K 值）。
1.2.2 产量及品质分析

收获时记录每个品种的株数、总质量，并按质

量大小对块茎进行分级。每个品种选取 5～6 个0.05kg
以上的块茎，称重后切成薄片，放入烘箱烘烤至恒

重，取出后即刻称取重量，以干重比上鲜重得到干

物质的百分含量。烘干的薄片用大德牌中药粉碎机

（DFY-500）进行粉碎得到干粉，用于品质分析。可

溶性糖及可溶性蛋白分别用蒽酮硫酸法和双缩脲法

测定[11]，淀粉含量用碘比色法测定[12]。
各指标测定完成后，以实际叶面积进行相关性

分析。

1.2.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IBM SPSS

Statistics 19 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品种叶面积

通过纸样称重法得到实际叶面积，与叶长×叶宽

的值相比就可得到各品种的矫正系数（K 值），各品

种矫正系数和实际叶面积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各品种间所得到的矫正系

数具极显著的差异（F = 5.237，p < 0.01），数值在

0.7632～0.8132 之间，最大的‘剑川红’与最小的‘合

作 88’间差值为 0.0500，即使是较为接近的‘丽薯 6
号’与‘黑美人’之间差值也有 0.0079，这些 K 值如果

在这 5 个品种间相互通用的话将造成 0.13～1.35 cm2

的叶面积误差，最终影响到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各品种间的叶面积也具有极显著差异（F =23.865，

p < 0.01），普通品种‘合作 88’与‘丽薯 6 号’具有

较大的叶面积，均超过 20 cm2，而 3 个彩色品种

的叶面积相对较小，与前 2 个品种差异极其显著

（p< 0.01），而‘黑美人’是 5 个品种中叶面积最小的。
2.2 产量及品质分析

测产结果见表 2，叶面积较小的彩色品种产量

较低，块茎以小薯为主；2 个普通品种产量明显高

于彩色品种，单薯重、中大薯比例增加，其中‘丽

薯6 号’中大薯比例达到 70%以上。叶面积大小与

植株单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r = 0.915，p = 0.029
< 0.05），如图 1 所示。

表 1 各品种的矫正系数和叶面积

Table 1 Corrected coefficient and leaf area
for each of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合作 88 Hezuo 88

丽薯 6 号 Lishu 6

剑川红 Jianchuanhong

转心乌 Zhuanxinwu

黑美人 Black Beauty

0.7632 A

0.7790 AB

0.8132 C

0.7978 BC

0.7869 AB

20.64 C

20.41 C

16.23 B

15.06 AB

13.22 A

矫正系数
Corrected coefficient

叶面积（cm2）
Leaf area

注：数据后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LSD法）。
Note: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as tested by LS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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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种主要营养指标如表 3，干物质、可溶性

蛋白与糖含量、淀粉含量这些营养指标与叶面积大

小无相关性（p > 0.05）。

3 讨 论

系数法测定植物叶片具有不损伤叶片、简便易

行特点，实用性较强。实际应用中，只需得到矫正

系数 K 值就可以通过测量叶长和最大叶宽的值得到

叶面积。马铃薯叶片较为柔软，使用需要快速拉动

的叶面积测定仪时容易撕裂叶片，同时叶片会部分

重叠，造成测定误差。如本试验中曾使用进口的

CI-203 手持式激光叶面积仪进行测定，但由于上述

原因而放弃，最终用纸样称重法确定实际叶面积。
本次测定的 5 个品种 K 值都不一样，具有品种特异

性，与‘大西洋’0.7264 的矫正系数[9]也有大的差异，

这说明了不同马铃薯品种间叶形变化较大，矫正系

数也具有明显差异，品种间不具备通用性。因此在

使用系数法测定马铃薯叶面积时，不同品种都应单

独计算矫正系数。由于各地区推广栽培的品种不一

样，叶片性状特征也具有差异，因此某一个品种的

K 值是不能应用于其他品种的。
作物产量的形成和品质都依赖于光合器官向贮

藏器官的输出，灌溉、施肥、修剪等田间管理措施

及培育良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其光合性能，

提高经济产量。虽然叶面积大小与作物的总光合面

积不一定成正比关系，农业生产中更多采用的是叶

面积指数（LAI）[13-16]，但研究显示作物的叶面积与产

量具有正相关关系[17,18]。在本研究中，5 个品种的叶

面积与产量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相对较大的叶

面积有利于提高马铃薯的经济产量。当然，马铃薯

经济产量的形成较为复杂，与植株的叶面积指数、
光合效率、叶片功能期及主茎（分枝）数、结薯数等

均有密切的关系[19-21]，在研究时叶面积只能作为参数

之一，产量的相关性要综合多个因素考虑。
另外，这 5 个品种的叶面积与块茎品质之间并

表 2 各品种的产量指标及分级

Table 2 Tuber yield and distribution for each of five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株数
Individual

产量（kg）
Total yield

单产（kg/株）
Yield per hill

小薯率%（<0.05 kg）
Percentage of small tuber

中薯率%（0.05~0.1kg）
Percentage of middle tuber

大薯率%（>0.1kg）
Percentage of big tuber

转心乌 Zhuanxinwu

黑美人 Black Beauty

剑川红 Jianchuanhong

合作 88 Hezuo 88

丽薯 6 号 Lishu 6

10

29

30

30

30

0.9

2.2

6.3

11.5

17.6

0.09

0.08

0.21

0.38

0.59

94.7

97.5

82.3

75.0

29.9

3.2

2.5

13.0

17.7

39.3

2.1

0

4.7

7.3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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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品种叶面积与单株产量的相关性

Figure 1 Correlation between leaf area and tuber yield per
hill in five potato varieties

单株产量 Yield per hill（kg × 100）

表 3 块茎营养品质分析（%）

Table 3 Nutritional quality in five potato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干物质含量
Dry matter

可溶性蛋白
Soluble protein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ar

淀粉
Starch

转心乌

Zhuanxinwu
黑美人

Black Beauty
剑川红

Jianchuanhong
合作 88
Hezuo 88
丽薯 6 号

Lishu 6

20.65

17.08

17.40

20.39

16.24

11.3

8.4

9.0

6.4

8.2

4.8

2.0

2.9

2.7

3.5

83.51

78.45

82.95

84.55

85.32

注：可溶性蛋白、糖及淀粉均是干粉中的百分含量。
Note: Soluble protein, sugar and starch are the percentage of dried

potato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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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关性，这可以从源库关系进行分析，即光合产物

输出多少与贮藏库的容量成正比，与品质不一定相关，

如淀粉这一主要指标在 5 个品种间并无显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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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 2013 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会议论文的通知

为落实 2012年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会议纪要精神，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2013年 7月在
重庆巫溪县召开 2013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会议主题为“马铃薯产业与农村区域发展”。为保证本次会议论文集的正常
出版，现提前征集，望广大马铃薯工作者相互转告。具体投稿方式和要求如下：

1.论文投稿和版面费的缴纳须在中国马铃薯信息网上进行，登陆网站后进入“中国马铃薯大会”栏目，请仔细阅读
网页左侧“论文集投稿须知”，然后进入“2013年中国马铃薯大会论文集投稿入口”进行操作。如稿件被录用，请按同样
方式进行缴费，缴费截止日期为 6月 30日，逾期未缴费则视为放弃投稿，但仍需缴纳审稿费 100 元。

2.论文必须是反映近年来各地（单位）科研、生产、开发等方面的成果、信息，内容要新颖，论点明确，数据可
靠，图表清晰。具体格式可参照《中国马铃薯》杂志写作范例和征稿细则（见中国马铃薯信息网）。注意：会议论文投稿
不需要撰写英文摘要。

3.论文截稿日期为 2013年 5月 30日，来稿文责自负，编辑有权对稿件进行一定的修改、加工，请勿一稿多投。
注意：逾期投稿均不予以处理录用。

4.论文来稿请注明第一作者简介，包括性别、出生年、职称、从事工作或研究方向等，还请注明资助基金、课题
项目名称及编号，同时务必提供联系电话。

投稿网址：中国马铃薯信息网 www.chinapotato.org
联 系人：李赞（0451-55190370）；陆忠诚（0451-551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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