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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块茎中干物质与蛋自质
、

维生素 �

及还原糖的关累

吕文河 陈伊 里 李
�

景穿

�东北农学院农学系 ��加����

摘 要

本试脸对 �� 份材料块 茎中的干物质
、

粗蛋 白
、

维生素 � 以及还原 糖进行 了分

析
，

其中包括普通栽培种 ��
�����阴 ������二川���份

，

新型栽培种�入
�� 一 �。 白��。，�。 ，二��

份
，

普通栽培种 � 新型栽培种杂种 �份
，

二倍体栽培种 ��
�

外��咖��份
，

二倍体杂种

���� 一 扭������� 双单倍体
� ���������� 份

。

结果表明
，

千物质 ���
、

干物质中粗蛋

白 ���。 鲜薯中粗蛋白 ���
、

��伽�，���鲍 鲜薯 夕以及还原糖含量���的平 均数和标准
差分别为 ��

�

����士�
�

����
，
��

�

����士�
�

����
，
�

�

����士�
�

����
，
�

�

����士�
�

�����和 �
�

����

士�
�

�����干物质和干物质中的粗蛋白含量呈极显著 负相关咬�� 一��������
，

但和鲜

薯中粗蛋白含量呈不显著正相关 �
�二 �，������干物质和 �。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

������
��
�

，

和还原糖含童呈不显著负相关 �
，·� 一�

�

�����
。

� 引 言

为了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抗逆性
，

国内

外的科研工作者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
。

在改

善马铃薯的加工品质和营养品质方面
，

国内

的报道还不多
。

而国外
，

特别是欧美国家
，

由

于其先进的检测手段和发达的加工业
，
已经

对影响马铃薯加工品质和营养品质的性状做

了大量地研究
。

马铃薯块茎中的干物质含量

影响着加工品质和营养品质
，

干物质含量高

的块茎有利于生产脱水食品
、

饲料
，

特别是煎

炸产品
。

干物质含量高的块茎通常比干物质

含量低的块茎耐贮藏
。

另外
，

也发现千物质

含量高的块茎较抗黑点病 �‘�。 块茎 中的干物

质含量和块茎的 比重相关
，

并 且 ��� 多年来

块茎的比重一直是测定 干物质含量的基础
。

块茎中的还原糖含量虽然不是食品加工中产

生褐变的唯一原因
、

但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

因
。

此外
，
������ 以 ��

�

������还发现还原糖

含量 高 的 马铃 薯 易感 细 菌 性 疾 病
，

例 如

�，·��爪� �������，��� 引 起 的 软 腐 病 �刀
。

��� �，
·

���丸� ������报道
，

比重和还原糖含量

呈负相关���
。

含氮化合物是马铃薯干物质 中

第 二 大 组 成 部分 ������ 。 � ��
�

������报

道
，

蛋白质含量 ����的 干物质�和干物质含量

呈负相关「，�。 、厂��二� 。 � ��
，

������报道
，

比重

和块茎中的含氮量呈负相关 �’� 。

在块茎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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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维生素中
，

维生素 � 的 含量最高
。

维 比
，

用 以 比色
‘

测定 求 出总抗坏血 酸 的含量

生素 � 的 含最不受块茎中干物质 含量的影 �哪
厂�。恤 鲜薯�

。

响日
。

� 还原糖 含量 �采用 �
，

�一 二硝基水杨

本试验通过广泛分析试验场圃的材料
，

酸法求出还原糖 含量 ���
。

试图了
卜

解块茎中干物质
、

粗蛋 白
、

维生 素 � ��� 材料收获和测试时间

以及还原糖含量的分布情况
，

筛选 出符 合加 ���� 年 �月中旬收获马铃薯
。

工品质或营养品质的材料进行进 一 步的研究 ����年 �� 月在东北农学院 中心试验室

和利用
，

并研究块 茎 中干 物质 含量 与粗蛋 进行品质分析
。

白
、

维生素 �以及还原糖 含量的关系
。

� 结果与讨论
� 材料和方法

��� 被测材料块茎中干物质 粗蛋白
、

维生素

��� 供试材料 � 以及还原糖含量的分布

共选用 �� 份品种或有希望的无性 系
，

其 被测 �� 份材 料块茎 中的 干 物 质
、

粗蛋

中普通栽培种 ������ 。 。 � �����此训
���� 份

，

新 白
、

维生素 � 以 及还原糖含量分布的极差
、

型栽培种 ���� 一 ������川，
�� �份

，

普通栽培 平均数
、

标准差 以及变异 系数列于表 �
。

从

种 � 新型栽培种杂种 �份
，

二倍体栽培种 ��
�

表 �可以看出
，

被测项 目都存在着很大的变

�加伙����份
，

二倍体杂 种 ����， 一 ���，���� 异
。

除维生素 �之外
，

都可能在这些材料 中

双单倍体 � ￡��琳�����份
。

选出符合加工品质和营养品质的材料
。

干物

��� 品质分析方法 质含量较高的有 �一 �����
，

����和 �� 一 �� ��

�
�

干物质 含量 二采 用烘 干 前 后 称 重 法 ��
�

��� 。 ，��� 。 ����
，

���，��
。

粗 蛋 白 �� 鲜

���
。

薯�含量较高的是 �
�

尸加叨
。 的几个无性系

，

�
�

粗蛋白含量 �按凯氏半微量定氮法消 ��
一
������

，

�� 一�����
、

��一 �����和�� 一 �����
，

化
、

蒸馏
、

滴定
。

以 含氮量乘 �
�

��计算其粗 它们的 粗 蛋 白 含量 分别 是 �
�

���
，

�
�

���
，

蛋白含量
。

�
�

��� 和 �
�

��伙
，。

还原糖含量较低的也出 目

�
�

维生素 � 含量 �采用 �
，
�一 二 硝基 苯 �

�

�腼
�

咖
，

它 们 是 ��一 �����������和

阱比色法
亡

其原理是 �用酸处理过的活性炭 ��一 �������
�

��今
。
�

。

有 了这些优 良的品种资

把还原型 的抗坏血酸氧化为脱氢型 抗坏 血 源
，

我们就司 以在育种工作 中把它们作 为亲

酸
，

再继续氧化为二酮古 乐糖酸
。

二酮古乐 本加以利用
，

对于 �。 。 一 �，功。 ，�、 脚
，

我们可以

糖酸与 �
�

�一 二硝基苯腆偶联生成 红 色 的 把它直接和 �
�

，。 �二。 �，�进行杂交
，

而对 于

膝
，

其呈色的强度与二酮 古乐糖酸浓度成正 二倍体栽培种
，

我们可 以用 �� 火�� 的方式产

表 � 马铃薯块茎中干物质
、

粗蛋白
、

�。
和还原糖含量的分布

分析项目 极 差 平 均数 卜 折 准差 变异系数

十物质�� �

粗蛋白��干物质�

粗蛋 白 �� 鲜薯�

�飞分
�������鲜 偿 �

还原糖 �� 鲜薯�

】�
�

��一

�的 �

】
，

���

�
�

���

�的 �

����

�玫��

����

��
�

卯

�
‘

��

�邵 。 飞七 ��料�

����〔、�仁 二，飞��

�
�

�必� 卜�
�

����

����吕 七�����

�川 ��士 以����

��
�

��

��叨

��
�

��

����

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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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中粗薯蛋白含量叹

生 �� 的后代
，

因为某些二倍体栽培种的无性

系可以产生 �� 配子
，

例如 ��一 ����� 就是这

样 的 一 个 无性 系
，

我 们 己 经 获 得 了 东 农

���� ��一 �����的杂交后代
。

��� 块茎中干物质含量与粗蛋 白
、

维生素 �

以及还原糖含量的关系

由于存在着一 因多 效 和 基 因 的 连锁现

象
，

作物各性状之间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相 关

关系
。

在育种工作中
，

若性状之 间存在着相

关性
，

对一个性状的选择就会影 响到和它有

相关关系的其它性状
。

因此
、

研究性状之 间

的相关性对育种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本试验研究了块茎中干物质含量与粗蛋白
、

维

生素 � 以及还原糖含量的相 关 性
，

其结 果

见图 �一 �
。

一一一一一
一�

乡二 �
�

���� ‘ �
�

�����

��一 二����

一沪叫 �

曰
�

� 一 七

�� ��

一滩�一

一
古��一�山�一

一
�一�

�
�日����一，刁

一
�

白争���，韶
�

�

�
�
��

�
卜

���
�‘��‘��

�� �� ��

干物质 �饥�

图 � 块 茎干物质含量和鲜薯 中粗蛋白

含量的关系

︵沛瑞创�一︸四日︶
︺�

�言 ��
�

����一 ������

��卜��月��卜���
����、�������������卜��
�
�卜

�

���������
干物质中蛋粗含白量

�� ��一︺

、

一
川���

干物质�马的 图 � 块茎干物质含量和鲜薯中维生素 �

含量的关 系

古

�
��‘��，，卜�，������卜�����卜

�
�

�
，
��

图 � 块茎干物质含童和干物质中粗蛋白

含量的关 系
夕一 �

�

�抖�一 。
�

���过戈

�厂竺 一 几���们

�尹匕几、�

�

抽����
���，���‘‘�

还原糖从图 �可 以看出
，

块茎 中干物质含量和

千物质中的粗蛋白含量有极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
，

其 相 关 系 数 为 �二 一 �
�

�� ���
�

���
。 � 。 。 二

�
�

�����
，

这个结论和 ������
， 。 � ��

�

������的结

果是一致的
。

但是
，

若按鲜薯 中所含粗蛋白

含量计算
，

它和块茎 中的干物质含量呈不显

著的正相关 �图 ��
，

其相关系数 �� 住����
，

这

和 ����� �� ��������的结论不同
。

块茎 中干

物质含量和鲜薯 中维生素 � 的含量有极 显

、 ‘ ‘ 、 �

�� 、 瑞��

����
�

�
�

�

�
�

�

一一
�卜

��

一介
�一

山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

一一�� 】� �� �� �� �� �月 �� 之�

图 � 块茎干物质含量和 鲜薯中还原糖

含量的关系

�
、

��
，��
，
�‘�麦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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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相 关 关系 �图 ��
，

其相 关 系数 为 �二

�
·

������ ��
。

�

。 ， 。��������
，

这 和 ������

�����、 的报道不同
。

块茎 中干物质含量和

鲜 薯 中还原糖含量 呈 不 显 著 负 相 关 �图

��
，

其 相 关 系 数 为 �二 一 仓����
，

这 和

���份�����������的结论基本 一 致
。

生物的表现型是基因型和其所处的环境

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不同作者 由 于所使用

的材料以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不 同
，

可能得

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

另外
，

在品质分析

时
，

不同的分析方法以及被测块茎的状态
，

即

收获后贮存的时间及条件
，

也对试验结果影

响很大
。

在本试验中
，

维生素 � 的含量偏低

可能是由于分析时块茎贮存的时间较长的缘

故
。

据有关报道�日
，

在块茎生理成熟之前
，

块

茎 中的维生素 � 含量最高
，

以 后开始下 降
。

块茎在 ���℃ 贮存 �周后 其维生素 � 含量

大大下降
。

由此可见
，

在分析象维生素 � 这

样易变化的品质性状时
，

标明分析方法和重

视块茎的状态是很重要 的
，

否则所得数据无

比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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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无性一代植株性状相关及通径分析

张兴端 涂文志

四川万县地 区农研所 泌铆�的

摘 要

本文时马铃薯 �� 个杂交组合无性一代的 �� 个性状与单株产量的相 关
�

炎系作 了

枯算
，

其中无效生育期
、

播后 �� 天和 �� 天冠层覆盖度
、

平均冠层及盖度 最高冠层覆

盖度
、

有效生育期
、

单株丈
、

茎数
、

单块重 �个性状与单株产量 的相 关性达显著或极显

著水平
。

进而对影响单株产童 �力的平均冠层覆盖度��
，
�

，

有效生育期 ‘为�
、

单林块 茎

数�凡�
、

单个块茎重 �凡�进干 通径分析
。

结果表明
，

该 �个性状决定单林产蚤 变异的

������
，

说明这 �个性状是影响单株产童的决定因素
。

� 启介
一

少
� ��翎 犷〕

马铃薯的产量受多个地上部和地下部性

状综合作用 的影 响
。

因此
，

在 早世代 选 择

中
，

找出影响马铃薯单株产量的主要因子
，

对

提高选择效率
、

加 快育种 进程具有 重要 作

用
。

本文对马铃薯无性一代主要性状进行相

关及通 径分析
，

旨在特定 的地域环境条件

下
，

利用丰富的遗传资源估算出各主要性状

对单株产量的相对重要性
，

确定 出影响单株

产量的决定因素
，

为马铃薯育种早世代进行

相关性状选择提供基础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 供试材料

供试材料为 ���� 年 � 月 从四川农科院

作物所引进的来 自国际马铃薯 中心的 �� 个

组合的实生薯 �表 ��
。

试验于 ���� 年 �月

至 �月在本所梁平工作站 �梁平 城南
，

海 拔

���米�进行
。

试验地平坦 土质去石灰岩豆

粉泥
，

肥力中等
。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两

次
，

小 区长 �米
，

宽 �米
，

行距 。
�

�米
，

窝距

�、 ��米
。

��� 性状记载

苗势�出苗后 巧 天记载
，

按弱到强分 为

�一 �级
。

无效生育期 �天 ��播种至出苗的天数
。

冠层覆盖度 ���
�绿叶面积 占播 种面 积

的百分率
。

有效生育期 �天 ��出苗至收获的天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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