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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我国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的主要生

产基地之一, 随着马铃薯加工业的快速发展, 马铃薯

深加工品种的市场占有量越来越大, 特别是近几年

来, 加工市场对马铃薯原料薯的需求量日趋增加。但

生产上应用的加工型品种却相对短缺, 淀粉加工专用

型品种也是如此。淀粉加工企业生产中应用的原料薯

大部分不是淀粉加工专用品种, 因此导致生产的效率

较低。此外, 淀粉含量是受环境影响较大的数量性

状, 特定品种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淀粉含量会表现出

一定的差异, 品种只有种植在相对适宜的栽培区域

内, 才会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较好的品质[1]。

本试验选用北方一作区主要育种单位选育的不

同熟期的淀粉含量较高的马铃薯品种, 种植在黑龙

江省纬度不同的三个地区, 通过各品种在不同生态

区的不同表现 , 确定特定品种适宜种 植的最佳区

域, 以及不同生态区适宜栽培的优良品种, 为种植

者及加工企业跨地区引种栽培马铃薯原料薯提供基

础数据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马铃薯品种东农 303、尤金、坝薯 8 号、晋薯

11号 、 克 新 12 号 、 延 97- 8、 青 薯 2 号 、 陇 薯 3

号, 为北方一作区主要育种单位选育的不同熟期的

高 淀 粉 品 种 , 在 品 种 选 育 地 区 具 有 较 大 的 栽 培

面积。

1.2 试验地点

黑 龙 江 省 三 个 生 态 区 : 加 格 达 奇( 50°24′N) 、

克 山( 48°04′N) 和 哈 尔 滨( 45°45′N) , 种 薯 级 别 为

原种。

1.3 田间试验

各试点田间试验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3 次重

复 , 4 行区 , 行长 6 m, 每小区种植 100 株。2006

年加格达奇、克山和哈尔滨三个试验点的播种时间

分别为 5 月 24 日、5 月 10 日和 4 月 29 日。

1.4 数据采集与处理

加格达奇、克山和哈尔滨三个试验点的收获时

期分别为 9 月 14 日、9 月 17 日和 9 月 20 日。

收获一周内采用水比重法测定淀粉含量。

根据淀粉含 量和产量结 果进行淀粉 产量的计

算: 淀粉产量 = 小区产量 ×小区淀粉含量。

对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进行联合方差分析和差

异显著性测验( SSR 法) [2]。

2 结果与分析

2.1 淀粉含量

对哈尔滨、克山和加格达奇三地各品种的淀粉

含量按品种效应和试点效应均为固定的模型进行联

合方差分析, 结果列成表 1。

摘 要 : 把北方一作区 8 个当地主栽的马铃薯品种在黑龙江省的加格达奇、克山和哈尔滨种植 , 对各品种

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 克新 12 号是淀粉含量高且稳定性较好的品种 , 延 97- 8 淀粉含量较

高 , 但在试验区域内的稳定性较差。在加格达奇淀粉产量较高的品种为延 97- 8 和陇薯 3 号 , 在克山淀粉产量较

高的品种为陇薯 3 号和克新 12 号 , 在哈尔滨淀粉产量较高的品种为延 9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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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淀粉产量的联合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0.05 F0.01

地点内区组 6 15.28 2.55

地 点 2 48.56 24.28 13.56** 3.22 5.15

品 种 7 137.71 19.67 10.99** 2.24 3.10

品种 ×地点 14 149.01 10.64 5.94** 1.94 2.54

误 差 42 75.21 1.79

总变异 71 425.78

表 3 品种间淀粉含量的平均表现及稳定性表 1 淀粉含量的联合方差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 ①淀粉含量表现为地点间差

异极显著, 表明各品种在不同试验地点间的淀粉含

量缺乏较一致的适应性; ②淀粉含量在品种间达到

极显著差异, 即不同品种间淀粉含量本身存在显著

差异; ③淀粉含量的品种与地点间互作达到差异极

显著水平, 说明品种与环境间存在极显著的互作效

应。F 值的大小表现为 : 品种间 > 品种 ×地点 > 地

点间, 因此表明对淀粉含量这一性状而言, 品种间

的差异 > 品种与地点的互作效 应 > 地点效应。也

就是说, 淀粉含量的高低是马铃薯品种本身固有的

的特性, 尽管这一性状是极易受环境条件影响的数

量性状, 但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基因型。

把各试验点间平均淀粉含量的多重比较列成表

2。可见 , 加格达奇试点的平均淀粉含量显著高于

克山和哈尔滨点的平均淀粉含量, 这与该地区的生

态气候条件有利于马铃薯淀粉的积累有直接关系。

对哈尔滨、克山和加格达奇三地各品种淀粉含

量的多重比较结果及变异系数( CV%) 列成表 3。

由表 3 可看出 : 克新 12 号和延 97- 8 与其他

供试品种间的淀粉含量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这

两个品种的淀粉含量都较高, 但二者间淀粉含量差

异不显著 , 分别为 17.11%和 16.89%。在所有供试

品种中, 东农 303 的淀粉含量最低, 主要缘于其为

极早熟品种, 本身淀粉含量较低, 是品种本身的特

性, 但在同样熟期中它属于淀粉含量较高的类型。

采用均值—变异系数法对各品种在不同试验地

点淀粉含量的稳定性进行初步评价( 表 3) 。从表中

数据可以看出, CV 值较小的品种有克新 12 号、陇

薯 3 号、尤金和晋薯 11 号 , 因此这些品种的淀粉

含量这一性状在试验区域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东

农 303 和坝薯 8 号的 CV 值中等 , 表明淀粉含量在

试验区域内的稳定性表现中等。延 97- 8 和青薯 2

号的 CV 值较大, 表明淀粉含量在试验区域内的稳

定性较差。克新 12 号淀粉含量为 17.11%, CV 值

为 4.1%, 是淀粉含量高且稳定性好的品种 , 而延

97- 8 这 一 品 种 的 淀 粉 含 量 为 16.89%, 与 克 新 12

号差异不显著 , 但 CV 值却达 28.4%, 表明其淀粉

含量在试验区域内的稳定性较差。

2.2 淀粉产量

对哈尔滨、克山和加格达奇三地的马铃薯淀粉

产量按品种效应和试点效应均为固定的模型进行了

联合方差分析, 结果列于表 4。

由表 4 可见, 淀粉产量表现出地点间、品种间

表 2 地点间淀粉含量的多重比较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0.05 F0.01

地点内区组 6 4.24 0.71

地 点 2 21.64 10.82 17.49** 3.22 5.15

品 种 7 533.24 76.18 123.08** 2.24 3.10

品种 ×地点 14 216.59 15.47 25.00** 1.94 2.54

误 差 42 25.99 0.61

总变异 71 801.71

地 点 平均值( %)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加格达奇 13.73 a A

克 山 12.84 b B

哈尔滨 12.41 b B

品种名称
品种均值

( %)

差异显著性
CV( %)

0.05 0.01

克新 12 号 17.11 a A 4.1

延 97- 8 16.89 a A 28.4

青薯 2 号 14.78 b B 21.9

陇薯 3 号 12.80 c C 7.0

坝薯 8 号 11.08 d D 16.7

尤 金 10.83 d D 2.5

晋薯 11 号 10.52 de DE 4.9

东农 303 9.93 e E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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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品种在加格达奇的淀粉产量图 1 各品种在加格达奇的淀粉产量

品种名称
品种均值

( kg)

差异显著性
CV( %)

0.05 0.01

延 97- 8 8.68 a A 32.5

陇薯 3 号 8.59 a AB 32.1

青薯 2 号 8.33 a AB 34.7

克新 12 号 6.84 b BC 25.3

尤 金 5.99 bc CD 17.8

晋薯 11 号 5.94 bc CD 22.0

东农 303 5.63 bc CD 17.8

坝薯 8 号 4.94 c D 30.0

表 6 品种间淀粉产量的平均表现及稳定性

地 点 平均值( kg)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克 山 7.98 a A

加格达奇 6.60 b B

哈尔滨 6.01 b B

表 5 地点间淀粉产量的多重比较

及品种与地点互作间的极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与淀

粉含量的结果具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 F 值的大

小表现: 地点间>品种间>品种×地点, 表明对淀粉

产量这一性状而言 , 地点效应 > 品种间的差异 > 品

种与地点的互作效应。也就是说, 在决定马铃薯淀

粉产量的因素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生态条件, 然后

才是品种本身的固有特性。这是由于淀粉产量是由

产量和淀粉含量两个性状来决定的, 这两个性状均

是易受环境影响的数量性状, 尤其是产量性状, 受

栽培管理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极大, 淀粉含量

同时也受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 综合起来导致淀

粉产量的不确定性。

把各试验地点间平均淀粉产量的多重比较结果

列成表 5。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 克山试点马铃薯

淀粉产量的平均值显著高于加格达奇和哈尔滨。主

要原因是, 克山地区是我省马铃薯种植最早的区域

之一, 自然气候条件适合马铃薯的生长, 且由于栽

培历史悠久, 生产水平也相对较高, 这些因素的综

合作用自然导致了这种差距的形成。尽管加格达奇

点具有利于淀粉积累的自然气候条件, 但由于生育

时期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 仍难以使马铃薯

获得较高的淀粉产量, 因此, 在这一地区进行淀粉

加工原料薯的生产显然不具备比较优势。

对哈尔滨、克山和加格达奇三地不同品种的淀粉

产量进行了多重比较和稳定性分析, 结果列于表 6。

由表 6 可以看出, 所有供试品种中淀粉产量最

高的是延 97- 8, 平均淀粉产量 8.68 kg, 其与陇薯 3

号和克新 12 号 3 个品种间淀粉产 量差异不显 著 ,

其 余 二 者 的 小 区 平 均 淀 粉 产 量 分 别 为 8.59 kg 和

8.33 kg; 但 这 3 个品种与 其它品种 在淀粉产量 上

存在着显 著 差 异 , 淀 粉 产 量 最 低 的 品 种 是 坝 薯 8

号, 小区平均淀粉产量仅为 4.94 kg。

采用均值—变异系数法对各品种在不同试验地

点淀粉产量的稳定性进行初步评价( 表 6) 。所有品

种淀粉产量的 CV 值均相对较高 , 表明对于淀粉产

量这一性状而言, 其在试验区域内的稳定性程度要

低于同一品种的淀粉含量。在本试验中 , CV 值较

低的品种为东农 303 和尤金 , 均为 17.8%; CV 值

中等的为晋薯 11 号和青薯 2 号 , 分别为 22.0%和

25.3%; CV 值较高的为克新 12 号、延 97- 8、陇薯

3 号 和 坝 薯 8 号 , CV 值 依 次 为 34.7% 、 32.5% 、

32.1%和 30.0%。

把三个试验 点马铃薯淀 粉产量的结 果绘成图

1、图 2 和图 3。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 在加格达奇试点, 延

97- 8 的淀粉产量最高 , 其次是陇薯 3 号 ; 在克山

试点 , 陇薯 3 号和克新 12 号的淀粉产量较高 ; 在

哈尔滨试点 , 延 97- 8 的淀粉产量最高。根据这一

结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在加格达奇地区, 由于纬

度较高 , 马铃薯的生育时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

中晚熟品种由于生长量不够, 导致淀粉积累以及产

量潜力的发挥都受制约, 所有品种的小区淀粉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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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小于 9 kg; 而在克山和哈尔滨 , 由于不受 自然

生态条件的限制 , 所有品种均能正常成熟 , 能够

充分表现品种固有的品质与产量潜力 , 表 现较好

的品种淀粉产量接近 12 kg。可见 , 特定的马铃薯

品种在不同地区种植 , 其淀粉产量会产生较大 差

异 , 因此从事原料薯生产的种植者 , 在生产中 应

首先选择适宜的加工品种 , 然后种植在相对 适宜

的生态区域 ; 若是首先确定了种植区域 , 则 一定

要选择适宜该地区生态气候条件的品种进行栽培 ,
只有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

比较效益。

3 讨 论

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 是受多基因 控制的数

量性状 , 受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 , 同一 品种在不

同的生产条件下其淀粉含量都有很大的差异[3]。一

般早熟品种的淀粉含量较低 , 光合作用的时间长 ,

积累的干物质多, 块茎的淀粉含量就较高[4]。

本试验选用的 8 个马铃薯 品种 , 是我国 北方

一作区主要育种单位选育的。目前在不同 生态区

域的马铃薯生产栽培面积较大、不同熟期类型中淀

粉含量较高。由于近年来马铃薯加工 业的飞速发

展, 对原料的需求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因此 , 为主产区的加工企业提供高质 量合格的原

料薯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 , 加格达奇地区纬度偏北 ,

无霜期短, 适宜种植早熟及中早熟的品种, 虽然延

97- 8 和陇薯 3 号获得了较高的淀粉产量 , 但这两

个品种均为晚熟品种, 在非正常年份难以保证产量

和品质, 在引种中应注意考虑这一点。克山地区的

自然气候条件适宜马铃薯的生长, 陇薯 3 号和克新

12 号均获得了较高的淀粉产量 , 这一地区是进行

马铃薯原料薯生产的适宜地区。哈尔 滨地区属于

马铃薯生长非适宜地区, 是种薯退化区, 自然生态

条件不利于马铃薯淀粉的积累, 在这一地区淀粉产

量较高的品种是延 97- 8。

我们认为, 各地的马铃薯原料薯生产中, 在因

地制宜选择优良品种的同时, 也应注意不同熟期品

种的搭配种植。本试验选用的尤金和东农 303 两个

品种分别为生育期较短的中早熟品种和极早熟品种,

品种本身淀粉含量相对较低, 但在相同熟期品种中

产量较高, 且品种的稳定性好, 适应种植的区域广

泛。在种植布局中搭配这种类型的品种, 可以适时

早收, 提早加工期, 提高加工企业的生产效率。

本试验选择 的品种、种植 的区域均存 在一定

的局限性 , 但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基 本的有价

值的信息。在马铃薯品种的引种栽培 过程中 , 应

充分考虑这一无性繁殖作物的特殊性 , 明确生育

期不是决定块茎产量和品质的限制 因素 , 但自然

生态条件的综合作用却是最终影 响马铃薯块 茎品

质与产量的关键 , 生产中应不可盲目引种 进行大

面积栽培 , 避免由于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而给种植

者带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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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ch Content and Starch Yield of Eight Potato Var ieties
under Diffe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Liang Jing, Shi Ying, Liu Kai, Su Feifei, Chen Yili

(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China )

Abstract: Eight potato varieties, Dongnong 303, Youjin, Bashu 8, Jinshu 11, Kexin 12, Yan 97- 8, Qingshu

2, and Longshu 3 which are cultivated extensively in the region where they were selected, were grown at

Jiagedaqi, Keshan, and Harbi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 study their performance in starch content and starch

yield. Kexin 12 had high starch content and good stability, whereas Yan 97- 8 had high starch content but poor

stability. Yan 97- 8 and Longshu 3 had high starch yield in Jiagedaqi; Longshu 3 and Kexin 12 had high starch

yield in Keshan; and Yan 97- 8 had high starch yield in Harbin.

Key Words: pota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rch content; starch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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