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吉县建设高标准贮藏窖，不但能缓解马铃

薯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压力，而且能够实现反季

销售，带动农民增收，是山区农民增收的又一条

途径[1]。近年来，西吉县已具备年加工转化鲜薯80
万 t、加工精粗淀粉12 万 t 的能力，除在当年的

10、11 月份加工一部分，主要在次年的 3～6月份；

这样就有大部分马铃薯要经过 5～7 个月的贮藏后

出售加工，而马铃薯在贮藏期间会出现长芽、干

物质、淀粉、还原糖等物质转化及病害等现象。
为了探索马铃薯在贮藏期间干物质含量变化规律，

为农民采取科学的马铃薯贮藏管理技术措施和淀

粉加工企业选择有利的加工时机提供可靠的依据，

我们于 2006 年开展马铃薯在贮藏期间干物质含量

变化规律的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分别选择了马铃薯产业服务中心的两个

马铃薯贮藏窖，一个是 2000 年修建的混凝土结构

的贮藏窖，贮藏能力 200 t，另一个是 2006 年建成

砖混结构的贮藏窖（体积为 2.5 m × 3.3 m × 20 m），

贮藏能力 60 t。试验于 2006 年 12 月 27 日在每个

贮藏窖内存放了大92062、夏坡地、坝 90-2-10、
陇薯3号、青薯168、鄂 95P3-3、陇薯 6 号、虎头

8 个品种，共计991 kg（每个品种 2 袋）。

1.2 试验方法

自 2006 年 12 月 27 日起，每隔 30 d 记录 1 次

2 个贮藏窖内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共测定 5 次。
干物质含量测定采用比重法，每次测定时先将块茎

洗净，擦干后从中称出 5 kg 样品，再将样品浸入

水中称重，按公式求出比重，查美尔凯尔表，查出

相应的干物质含量[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贮藏阶段马铃薯干物质变化规律

从统计结果来看（表 1、2），马铃薯贮藏期间

干物质含量变化呈“V”形趋势。从1 月上旬到 2 月

下旬，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呈减少趋势，至 2 月下旬

干物质含量减少到最低，200 t 贮藏窖内的马铃薯

为 18.452%，60 t 马 铃 薯 贮 藏 窖 内 的 马 铃 薯 为

19.111%；从 3 月上旬开始，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呈

增加趋势，至 4 月下旬干物质含量增加到最高，

200 t 贮藏窖的为 19.849%，60 t 马铃薯贮藏窖的为

20.451%。当然，品种不同，增减的幅度不同。
2.2 不同类型贮藏窖干物质变化规律

从统计结果来看（表 1、2），200 t 贮藏窖的马

铃薯干物质含量从入窖到 2 月下旬下降的幅度大，

到 4 月下旬增加的幅度小，基本与入窖时一致；60 t
贮藏窖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从入窖到 2 月下旬下

降的幅度小，到 4 月下旬增加的幅度大，比入窖时

增加了 0.705 个百分点。
200 t 贮藏窖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 1 月下旬为

18.958%，比上月下降 0.788 个百分点，到 2 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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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为 18.452%，比上月又下降 0.506 个百分点，与

入窖时相比共降低了 1.286 个百分点；到 3 月下旬

为 19.084%，与上月相比增加 0.632 个百分点，4
月下旬为 19.849%，与上月相比增加 0.795 个百分

点，与 2 月份相比增加 1.427 个百分点，与入窖时

相比共增加了 0.103 个百分点。
60 t 马铃薯贮藏窖 1 月下旬为 19.420%，下降

0.326 个百分点，到 2 月下旬为 19.111%，比上月

又下降 0.309 个百分点，与入窖时相比共降低了

0.635 个百分点；到 3 月下旬为 20.484%，与上月

相比增加 1.373 个百分点，4 月下旬为 20.451%，

与上月相比降低了0.033 个百分点，与 2 月份相比

增 加 1.340 个 百 分 点 ， 与 入 窖 时 相 比 共 增 加 了

0.705 个百分点。

2.3 不同马铃薯品种贮藏期间干物质变化规律

从统计结果来看（表 3），大部分马铃薯品种在

贮藏期间其干物质含量变化呈“V”形趋势，1 月上

旬到 2 月下旬，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呈减少趋势，至

2 月下旬干物质含量减少到最低，自 3 月上旬到4 月

下旬，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呈增加趋势，至4 月下旬

干物质含量增加到最高，如青薯 168、夏坡地、坝

90-2-10、陇薯 3 号、陇薯 6 号、鄂 P3-3、虎头6 个

品种；而大 92062 和鄂 95P3-3 两个品种在入窖后

其干物质含量呈增加趋势，自 2 月上旬马铃薯干物

质含量呈减少趋势，至 2 月下旬干物质含量减少到

最低，自 3 月上旬到 4月下旬，马铃薯干物质含量

呈增加趋势，至 4 月下旬干物质含量增加到最高。

3 讨 论

试验结果表明，大部分马铃薯贮藏期间（温度

在1～4℃范围内）干物质含量变化呈“V”形趋势，1
月上旬到 2 月下旬，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呈减少趋

势，至 2 月下旬干物质含量减少到最低，自 3 月上

旬到 4 月下旬，马铃薯干物质含量呈增加趋势，至

4 月下旬干物质含量增加到最高。
从统计结果来看，不同类型贮藏窖干物质变化

规律不尽相同，200 t 贮藏窖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

从入窖到 2 月下旬下降的幅度大，到 4 月下旬增加

的幅度小，基本与入窖时一致；60 t 贮藏窖的马铃

薯干物质含量从入窖到 2 月下旬下降的幅度小，到

4 月下旬增加的幅度大；这些不同可能是由于两个

贮藏窖内温度不同造成的，根据测定，在整个贮藏

期内，60 t 贮藏窖的温度比 200 t 贮藏窖的温度始

终高 1℃，由此可见，大部分马铃薯贮藏期间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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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铃薯贮藏期间干物质含量变化（200 t 窖）

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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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92062

夏坡地

坝 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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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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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马铃薯贮藏期间干物质含量变化（60 t 窖）

表 3 不同马铃薯品种干物质变化（2 个窖内的平均值）

292· ·



质含量变化与当地的气温变化一致，随着气温升高

而升高，随着气温降低而降低，在 1 月份气温最低

时马铃薯干物质含量也最低。由于马铃薯干物质含

量与淀粉含量成正相关，因此，马铃薯淀粉加工在

1~2 月份加工效益最低，在 4 月分加工效益最好。
由于 2006 年前期干旱，影响马铃薯块茎膨大，

虽然后期雨水充沛，但初霜来临时间过早严重影响

马铃薯产量，特别是晚熟品种，尚未成熟便已停止

生长，因此，2006 年测定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低

于正常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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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德化县粮菜饲兼用的主要作物，常

年种植面积 4 000 万 m2，总产量 7.5 万 t，平均每

667 m2 产量 1 020 kg，最高产量达 2 513 kg，单产

差异较大。传统以来德化县大多采用当地自留种

和常规栽培技术，产量很难提高[1]。为探讨马铃薯

不同品种、不同栽培方式等技术对马铃薯产量、
商品率的影响，我站进行对马铃薯不同品种、不

同栽培方式等比较试验，进一步加大品种的更新

换代和新技术的推广，有效地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商品率，更好地指导农民科学种植。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07 年 2 月 1 日～2007 年 5 月 11 日在

德化县雷峰镇蕉溪村进行，土壤肥力中等、排灌

方便，前作为水稻[2]。
1.1 不同马铃薯品种对比试验

参试品种为泉引 1 号、泉引 2 号、紫花 851、
白花仔，以台湾红皮为对照种。试验按随机区组排

列，重复 3 次，小区面积 22 m2，畦宽 80cm，沟宽

30 cm，畦高 30 cm 以上。2 月 1 日播种，畦植

2 行，株行距 35 cm × 55 cm，播前每 667 m2 用于

穴边施入进口复合肥 30 kg，播后盖家畜粪和火烧

土 2 000 kg。齐苗期结合中耕除草追第一次肥，每

667 m2 施稀人粪尿 1 000 kg 加尿素 5 kg，以促苗

生长健壮；出苗后 30 d 左右，结合中耕除草进行

清沟高培土追第二次肥，每 667 m2 施复合肥20
kg。试验期间观察记载各参试品种的生育期、植株

性状、结薯情况、抗性等。
1.2 马铃薯稻草覆盖免耕栽培试验

供试品种为紫花 851。试验设 4 个处理，分别

为稻草覆盖 10 cm +免耕栽培（A1）；开穴 5 cm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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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研究了马铃薯不同品种、 免耕栽培稻草覆盖、 不同培土次数等栽培技术对产量、 块茎性状、 商品

率等的影响； 经方差分析和差异显著性测验， 结果表明： 泉引 1 号、 白花仔、 泉引 2 号可作为我县春秋种的优良品种；

采取马铃薯稻草覆盖免耕栽培不同处理： 开穴 5 cm 播种后覆土+稻草覆盖 3 cm 免耕栽培， 稻草覆盖 10 cm +免耕栽培，

既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商品率， 又能省工省本， 减轻劳动强度， 值得大面积推广应用； 增加培土次数， 于出苗 10 d、
20 d 和 30 d 各培土 1 次， 有助于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商品率，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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