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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生育期 中
，

马铃薯丰产群体和一般群体植株叶片和茎杆的淀粉含量 日 变化趋

势相 同
，

呈昼高夜低的抛物线形的变化
。

两群体植株块茎淀粉含量的 日变化
，

在生

育前期和后期 变化趋势一致
，

均表现为夜高昼低
，

而块茎增长期
，

由于丰产群体块

茎夜间增长非常迅述
， ，
而出现夜间低峰现象

。

整个生育期间两群体块茎淀粉含量高于叶片和茎杆
，

并均随生育期的推移而逐

渐增加
，

但丰产群体始终低于一般群体
。

前期叶片淀粉含量高于茎杆
，

后期茎杆和

叶片含量相 近
。

茎秆既是马铃薯的支撑和运输 器官
，

也是光合作 用 的重要辅助 器

官
�

� 前 言

植物体内干物质 中有 ��� 一 ���是光

合产物
，

光合产物向各器官的运输分配
，

直

接关系到各器官的形成
、

生长和经济产量的

高低 〔 ‘ ，
�， 。

植物叶少�进行光合作用
，

主要形成蔗糖

和淀粉 〔，〕 。

不同作物叶片光合作用形成的

主要产物亦不�司
，

大豆
、

烟草这类作物光合

产物主要趋向是合成淀粉
，

并以淀粉形式暂

时贮存在叶片中
，

夜间降解输出� 小麦
、

蚕

豆这类作物光合少☆ �

物主要趋向是合成蔗糖
，

边合成边从叶��输出�
一

��米叶片在白天淀粉

和蔗糖的积累都较多
，

同时也有相当数里的

蔗糖从叶片输出 〔�，
书’ � 马铃薯块茎中主要

成分是淀粉 〔 ’〕 ，

它的形成
、

运输
、

积累过

程如何
，

国内尚无深人研究
。

本试验 旨在研

究马铃薯不同生育�付期淀粉的形成
、

运输
、

积累及其 �天内变化规律
，

以期为进一步提

高马铃薯的光合效率
、

加速淀粉积累和促进

高产优质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及方法

�
�

� 材 料

紫花 白 �脱毒原种�
，

采 用纵切 法切

块
，

切块重 ��一 ��克
，
�月 �� 日播种

。

��� 田间设计

试 验 地 前 茬 小 麦
，

有 机 质 含 量

�
�

���
，

速 效 氮 含 虽 ������
，

速 效 磷

��
�

����
，

速效钾 ������
。

分丰产 田和一

般 田两个试验区
，

无重复
，

舟区的而积均为

��米 � ���米
，

播种 �� 行
口

取样和测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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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 行
�

丰产 田采用宽窄行种植
，

大行距 植株顶部第 �片展开叶以上部分
，

立即带回

“ �� 厘米
，

小行距 �� 厘米
，

株距 �� 厘米
，

实验室分别洗净甩干后
，

再将叶片
、

茎 �包

每亩为 �
�

��万茎
，

亩施优质农家肥 ���� 括叶柄�分开
，

然后分别称取叶片
、

茎
、

块

公斤和磷二铰 �� 公斤
�

一般田采用 �� 厘米 茎各 ��� 克鲜样 �块茎和茎切碎�
，

立即置

等行距种植
，

株距 �� 厘米
，

侮亩 ���� 万 于 ���℃ 干燥箱 内烘 �� 分钟
，

然后降至

茎
，

不施肥
�

��℃ ，

继续烘 �� 小时后
，

称量羊重
。

��� 取样及测定方法 淀粉含量以干样为基础
，

采用碘比色法

从 �月 �� 日至 �月 �� 日
，

每隔 �� 天 测定
。

为 �个取样 日
，

全生育期共 �个取样 日
，

每 ��� 试验田植株生育状况及产量

个取样 日从 �时 �夏令��寸�开始
，

每隔 �小 在块茎增长和淀粉积累期
，

对试验田的

时取样 �次
，

共取 �次
�

取样按单对角线 株高
、

主茎粗
、

单茎叶面积进行测定 � 充分

法
，

在取样 区选择两个适 中点
，

何点取两 成熟后
，

测产区全部收获并测产
。

其结果如

株
，

何区共取 �株
。

征株取最大块茎 �个及 表 �
。

表 � 试验田植株的生育状况和测产结果

项 口

群
，卜 、 、 ，�

密度
“ ‘

一 主 茎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淀粉 从 � 、
�

一 。 � 。

�万鉴
� 田� ����

块茎增长期

淀粉积累期

��月� 一�� ���� 一��

��
�

�� �
�

�� �
�

��� ���

丰产群体

块茎增长期

淀粉积累期

��
�

�� ��� ���� ��，

�石�

���� ���
�

� ����� ����石 ���

�力�

���

��
�

�� ���� �
�

���� ����� ���刀

���� ��� �
�

��� ��� �
�

��

般群体

注� 块茎形成期为 �月下句至 �月上句� 块茎增长期为 �月中句至 �月下旬� 淀粉积累期为 �月底至 �月中旬

� 结果及分析

�� 叶片淀粉的含量及其日变化

两群体植株叶片淀粉含量的 日变化趋势

相同
，

呈昼高夜低的抛物线形式变化
，

�天

的最低值在 �一 ��才
，

高峰�八在 ��一 ����寸
，

但丰产群体日变化幅度大于一般群体 �见图

��
。

这说明丰产群体光合性能强
，

】司时也表
明马铃薯部分光合初产物白天以淀粉形式暂

时贮存在叶片中
，

到夜间重新降解
，

再运输

到块茎中去
。

整个生育期间
，

丰产群体植株叶片淀粉

含量的最高值在块茎形成期
，

约为 ���左

右
，

明显高于一般群体
，

而块茎增长期反而

明显低于一般群体
，

约为 �� 一 ��
，

保持

一生较低含量
。

淀粉积累期
，

其含量再次回

升而高于一般群体
。

这一变化与马铃薯光合

生产率的变化完全一致
。

说明植株叶片淀粉

含虽高低与叶片光合强弱呈正相关关系
，

其

含童低则表明叶面积增长迅速
。

因此
，

叶片

淀粉含量的高低
，

是群休植株丰产长相和光

合效率高低的重要生理生化指标
�

��� 茎秆淀粉含量及其 日变化

从图中可知
，

各生育时期
，

两群体植株

茎秆淀粉含虽的 日变化与叶片大体相似
，

但

变幅不大
，

略有昼高夜低的趋势
。

在块茎增

长期以前
，

丰产群体植株茎秆淀粉含量明显

低 于一般群体
，

在 �� 一 ��左右
。

而进人

淀粉积累期以后
，

两群体的含量均达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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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峰值
，

丰产群体达 ��左右
，

一般群体

达 ��左右
。

至淀粉积累末期
，

丰产群体的

含量又略高于一般群体
。

从全生育期看
，

两群体植株茎秆的淀粉

含量与生育进程相一致
，

呈抛物线形发展
。

以上结果说明
，

马铃薯与其它作物一

样
，

叶片是主要光合器官
，

但茎秆也具有不

可忽视的光合作用性能
，

它合成的光合初产

物
，

以糖和淀粉的形式暂存于茎中
，

到夜间

再重新降解运往块茎
。

从茎秆中淀粉积累变

化情况看
，

后期茎秆中淀粉积累较高
，

说明

后期由于叶片衰老
，

部分叶片脱落
，

茎秆受

光面积增大
，

因而光合强度提高
�

所以保持

和延长茎秆的绿色体生命期
，

对提高马铃薯

块茎产量和品质都具有重要作用
。

前中期
，

丰产群体植株茎秆淀粉含量低

于一般群体这一事实说明� 丰产群体植株茎

秆生长迅速
，

长势旺
，

茎秆高大粗壮
，

有利

于同化产物畅通运转
。

��� 块茎淀粉含量及其 日变化

从 图中可知
，

块茎形成期和淀粉积累

期
，

丰产群体和一般群体植株块茎淀粉含量

的日变化趋势相同
，

均表现夜高昼低的规律

性
，

且一般群体略高于丰产群体
�

但块茎增

长期
，

丰产群休夜间出现低峰
，

而一般群体

没有此现象
。 一

说明该期丰产群体块茎体积和

重量增长非常迅速
，

尤其夜间增长更快
，

致

使块茎淀粉含量暂时出现低值
。

整个生育期间
，

两群体植株块茎淀粉含

量均随着生育进程的推移而增加
，

丰产群体

淀粉含量始终略低于一般群体
。

这说明高产

与品质之间存在矛后
。

�� 各器官淀粉含量及其 日变化的相互关

系

马铃薯块茎作为营养物质的贮藏器官
，

从块茎形成开始至收获
，

其淀粉含量始终最

高
，

大大高于叶片和茎秆
。

叶片中淀粉含量

从块茎形成期开始
，

高 �茎秆
，

随着生育期

的推移
，

叶片中淀粉含虽有 卜降的趋势
，

而

茎秆中淀粉含量则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

至淀

粉积累期
，

叶片和茎秆中淀粉含量近于相

等
。

上述茎叶中淀粉含量变化的关系说明
，

随着生长发育的推移
，

叶片的光合性能逐渐

衰退减弱
，

但随着叶片的衰亡和脱落
，

茎秆

受光面积增加
，

因而茎秆的光合性能增强
，

致使暂存的光合产物—淀粉含量增加
。

茎

秆虽然主要起支撑植株和输导作用
，

但它又

是光合作用的辅助器官
。

粗壮
、

高大的茎秆

既可 以 防止倒伏
，

有利于养分和水分的运

输
，

同时也能补充光合作用
，

增加光合产物

的积累
，

进而提高产量
。

� 结 论

�
�

在全生育期
，

两群体植株叶片的淀

粉含量 日变化趋势相同
，

呈昼高夜低的抛物

线形的变化
，

丰产群体的 日变化幅度大于 �

般群体
。

整个生育期间
，

淀粉含量的变化与

光合效率完全一致
。

因此
，

叶片淀粉含量的

高低
，

可作为植株光合效率高低的重要生理

生化指标
。

�
�

在全生育期
，

两群体植株茎秆淀粉

含量的 日变化与叶片大体相近
，

但变幅较

小
。

由于丰产群体茎秆长势旺
，

所以表现淀

粉含量低于一般群体
。

从整个生育期看
，

两

群体茎秆淀粉含量的变化与马铃薯植株生长

发育进程完全一致
，

呈抛物线形变化
。

�
�

两群体植株块茎淀粉含量在生育前

期和后期 日变化趋势相一致
，

均表现夜高昼

低
，

而块茎增长期
，

由于丰产群体块茎夜间增

长非常迅速
，

而出现夜间低峰的现象
。

整个

生育期
，

两群体块茎淀粉含量均随生育期的

推移而逐渐增加
，

但丰产群体始终低于一般

群体
。

说明高产与品质之间存在某种矛盾
。

�
�

由于块茎是营养物质的贮藏器官
，

从块茎形成开始
，

其淀粉含量就高于叶片和

茎秆
。

随着生育进程的推移
，

其含量逐渐增

高
。

而叶片淀粉含量前期高于茎秆
，

后期与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

茎秆接近
。

叶片和茎秆中淀粉含量的变化反

映了二者光合作用强度的变化
，

茎秆既是支

撑和运输器官
，

也是光合作用的重要辅助器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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