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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研究 了早熟品 种 马铃薯在生 长过程中
‘ �
� 同化物的运转分配

，
发现 同化物

首 先用来满足叶 自身建设和维特活动 需要
，

前者 占�� �以 上
，

后者占������
，

利

余量才分配给其它器官
。

主 茎叶 ���片� 建成前主要流向茎叶
，

占���以上
，

其次

块茎
，
根 系只 占 ��以下

，

主茎建成后
，

则主要流向块茎
，

占���以 上
，
甚至贮存

在茎叶 中的同化物也被运往块茎
，

数量 多达 ���以 上
。

对
‘ 弓
�同化物的竞争力

，

茎

叶始终处于优势
，

块茎的竞争力只能到结薯盛期 才能与茎叶相 当
，

根 系 竞 争 力 最

弱
，
且随着植林生长进程而 日益削弱

。

最后 讨论 了马铃薯生长时期 的划分
、

各期 的

形态标志及相应 的合理栽培技术措施
。

引 言

著者曾根据马铃薯生长时期的形态变化

特征
、

干物质分配和农 民栽培经验
，

分为五

个时期
，
即发芽期

、

幼苗期
、

发棵期
、

结薯

期和休眠期
‘，一 “ ’ 。

从出苗开始
，

幼苗期和 发

棵期主要是建立同化系统
，

栽培技术在于早

施氮肥
，
以及在生长过程中加强中耕培土并

与浇水相结合
，

促进根系与茎叶 灼 茁 壮 生

长
。

结薯期主要是块茎的旺盛膨大和充实
�

要求不断浇水以保持土壤湿润
，

保证水肥供

应
，

促进产品器官一块茎生长
。

但对这三个

生长时期
，

在运用上述栽培技术 措 施 情 况

下
，

产量形成所依赖的光合产物的运转和分

配动态并不十分清楚
。

为此
，

利用
’ 弓�� 。

示

踪
，

探察马铃薯在生长过程中不同生长时期

光合产物的流向
，

以求证实上述栽培技术措

施的合理性
，

也 为 马 铃 薯的 分 期 提 供 依

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年秋在山东农业大学标本园

进行
，
以早熟品种泰山 �号为试材

。

标记采

用李雅志等
‘�� 饲喂

‘ ���
�

简便装 置
。

于 幼

苗期终 �主茎第 �叶将展平�分 别 标 记 第

�
、
�和 �叶 � 发裸终期 �主茎第��叶将展

平�分别标记第 �
、
�

、

��和 �� 叶
，
以及整

株和侧枝 � 结薯期 �第��叶展平后��天�分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别标记
一

第 �
、

��
、

�� 叶 和 整株及侧枝
。

标

记量 ��拼���升
，
于 睛 天中午 饲 喂 ���小

时
，

拐小时后取样
，

分离各器 官
，
烘 干 磨

碎
。

称取 ����粉样 用薄窗钟罩型计数器

测定脉冲数
，

以每分钟脉冲数表 示 放 射 强

度
，

每试样重测 �次
，

井进行 自吸收校正
。

结果和分析

马铃薯植株由芽条萌发后形成主茎
，
绝

大多数品种包括 �个明显的 �邝 型叶序
，
共

只节
。

其中第 �叶序 �个节为主 茎 地 下 部

分
，

发生根系和甸旬茎
�
第 �

、
�叶序��个

节形成��片主茎叶
，

茎顶着生花序
。

早熟品

种在第 �叶展平前属幼苗期， 第��叶展平
，

顶花序开花和两侧发生分枝时属发撰病￡率
即便进入结翻

。
这三个时期先瓷产物鬓爵

分配是否合理
，

关系到最终块茎产量
。
�郭赘

合理栽培技术措施下
，

各个生长时期
飞

峰洞

化物的运转分配情况分述于后
。

�
，

��

�一� 不同生长时 期
‘ 毛� 同化物的运转

分配

幼苗期以主茎第 �叶展平为标志
，
经对

第 �
、
�和 �叶标记的结果可知 �表 ��

，

幼

苗叶
‘ 咯
� 同化物的流向主要是茎叶

。

第 �和

第�叶除分别自留��
�

���同��
，

” �外 ，

流向

其下方茎叶的分别为��
�

�� �和�
�

��� 、
流向

其上方的分别大��
·

���和��
·

���
。

分配给

块茎和根系者都极少
。

第 �叶属发棵期第 �

叶
，
正处在自身建设中

�

因此
�

��
�

��� 自

留
，
供给其上下方茎 叶 的 分 别 占��

�

���

和�
�

��
，

流向块茎和根系者极少
。

上 述 结

果表明
，

幼苗期光合产物主要用 于 茎 叶 生

长
。

发裸翔以主茎第��叶展平为形态标志
，

雳瞬擎抓
·

，
一、
�� 和 �� 叶标记的结果 可 知

戈表 ��
，
此期幼苗叶的

’ ‘�同化物除 自 留

扩“ ���外
，
��” ���流向块茎 ，

流向茎叶
月

的异有了、 ��
。
第��和 �� 叶 自留者分别为

聪
�

邹纬和 ��
�

���
，

流往各自上下方 茎 叶

表 �
�

�

�
�

�一冲一
刁

一一一
一第 �

幼苗期 “ �同淞物
�

的运转分配

第 � 叶 给 已 叶
，

强总�占放封翰蔚价沙�寄 匾 强
‘�》 放射强度强总�占

测 定 部 位
放射强度

标 记叶 ��
。
�� 心�

�

奋� �� ��

�八���︹��舀，目�﹃兮浦�乙八�
��

…
打���

﹃吕��一�

八�
山﹃�，�心�上

标记叶以下

叶

茎

根系

块茎

种薯

���

��

��
�

��

��

�了

�
�

公�

�
。

��

���

���

����

��
。
�� ���

王丘�

����

��
。 ‘�

����

�

���

��

�

�

�了�

���

����

��
�

��

标记 叶 以上

��
。
�� 王�

。
��

总放射强度



��忘 马铃薯杂志
，
第么毛

，
第�期

， �马�名

的 分 别
，
为 飞�

�

���
、

��
�

“ � 和 �
�

“ � 、

物的分配看
，

其运转已趋向块茎
。

�
�

���
、

偷 往 块 茎 的 分 别 为 ��
�

��� 和 结薯期除有茎叶生长外
，

主 要 以 块 茎

��
�

���
，

对根系的分配比例少于幼苗期一半 生长为主
。

由结薯盛期对第 �
、

�� 和 �� 叶

左右
。

上述结果表明
，

发裸期的光合产物仍 标记的结果明显可见 �表 ��， “ � 同化 物

以供应茎叶生长为主
。

但由此期经
’ �� 同化 除分别 自 留 ��

�

���
、

��
�

�� �和 ��
�

���

表 �
�

发课期终
’ 毛� 同化物的运转 分配

门 习�曰了� ， �闷， ， ‘ 。 �门�‘ ‘
一

司� �

忆，户， 气下
�用 ‘ � �� ‘ 月� � �

竺
�， � ” ���， 书� �二 ，

�
‘
怕

�曰勺 〕
冤

�‘ ‘ 留门 翔 ，��工�二 � �
� 示 二 ， ， 一 ‘ ‘ ‘ ， 卜 一、 ， ，

已� �
目

卜
一， 、 网，州��，硬�� ������“ 口阳， ‘ �

曰，口 �

叶 第 �� 叶
一一

叶一之一第 � 叶 第 � 叶 摇
�

总 强�占么
、产

总�
了‘

二自弦总�卜书侧 足 邓 位
玫射强 度 放 对强度 放射强度 放射强度 占 总 强

���

‘尹‘月﹃�����

�
，��已八乙标记叶 ��� �了

�

�� ���生 �、
�

�尾 ��� ���� ��奋��

﹃�月�
���冲�

八����上通上

�，召，，亡好

、夕、产、刁�，�
‘‘︸八�户口，户上�内帅

，

…一了一�一口�曰

标 记叶 以 �

�十

�

省

须口枝

根系

块茎

种薯

�〕 吕

告�

�了�

�
�

��

魂
�

��

�
。

��

�
。
��

��
�

��

�
�

�� ��

�台�

��

�
�

��

�
�

�� �
�

��

���� ��
。

�了 ���� �� ���� ��
�

�巧 ���� ��
。
��

工
�

� �
。
�性 �� �

。

�屯 舀� �� �
�

��

�� �� �
�

��

标 记叶以 工

顶部分枝 � �
。
��

���

��

�
。

��

�
。
��

只��

���

�
，
��

�
。

�� ��� �
�

��

总放射强度 ���� ��亏� ��� ���� ��� ��吕� ���

表 �
�

结薯盛期
‘ �� 同化物的运转分配

第 生 叶 第 �才 叶 准 �� 叶第 叶

强
、�声

总�占
放射强度强总�占

放 肘强度
强

、，声
总�占

测 定 部 位
放射弧度

体记叶 ��� ��
�

�� 了�
，

� ��
�

�� ��续 ��
。

��

�
‘月通

�
、�

比��

价卜

茎

侧枝

根系

块茎

种薯

叶

艺

顶部 分枝

�� �
。

� ��

���

�
。

��

�
。

��

�
。

�吕

标记 降卜以下
�

��生�

� ��

�吕
，

��

�
一

��

�
。

��

�艺��

�
�

��

��
�

�� ��万 �� ��

�
�

�

�� ��

标记叶以上 �
‘ 。 。

总放射强
·

望

�� �
�

��

���� ���

�
。

��

�

� ��

���了 ��� 圣���

�
。

��

���



马铃害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外
。

其余绝大部分 都 输 往 块 茎
，

分 别 为

��
�

���
、
��

�

���和��
�

���
，

给茎叶 的 极

少
，

而供应根系灼更 少到只有 。
�

���
�

�乡
。 �

显然
，

结薯期是光 合产物的分配中心
。

�二�不周生长时期 “ � 同化物的输 出

及各器官的竞争力

各期各标记叶 “ � 同化物的输出量 �图

��
，

在幼苗期终除不属幼苗叶 的 第 �叶为

���外
，

幼苗叶都超过��� � 发棵终期主茎

叶的输出量都超过 了���
，

结薯盛期输出量

迸 一夕增加到���以上
。

由图�第�
、
��和��叶

还可看出
，

他们的输出量都随着叶龄的增长

而略有增加
。

这也说明马铃薯栽培期间
，

保

护其主茎叶对产量形成十分重要
。

各标记叶输出的
‘ �
� 同化物

，

只有竞争

力较强的器官才能获得较多
。

竞争力的强弱

可用比活度或比强度来比较
，

即以各器官与

标记叶在单位时间内单位干重同化
‘ ��量 的

比值百分数表示
。

由表 通可见
�

各个时期竞

争力最强的是茎
，

这 由它既是物质通道
，

又

是暂存库可明
。

其次是幼龄叶
，

女几幼苗期终

第 �标记叶以上的叶比活度为�
�

��� 高于

了�
�

���

舰
�

地�

幼级出八�︶

幼苗期终 发裸 期势

����一一日日
卜卜一一日日
��� ���

�����������
’’

口

�

图 �
�

第 盛肠卜

第 ��叶

圈
目

第名叶

结薯盛期

田田第
。 叶

第 ��叶 、

不同生长时期各标记叶
’ ‘�

同化物的输 出量

其下的块茎 ��
�

�石��和 根
�

系 ��
�

����
。

再次是块茎
，

虽然它在发棵期后分配量 已达
列�。 �

。

最次是根系
。

各个时期标记叶以下

灼叶都属功雍叶
，
基本没有竞争力

。

表 �
�

不 同生 长时期各 器官对
‘ 今
� 同化物竞争力的比校 �比活度 �种

�����口���曰�叭

一�

一
������������，������曰中�

一
第 迄 叶 第 � “卜 多 �� “�

·

第 �� �，十

划 定 邵 位

幼 苗

终期

发裸

终期

竺左薯

盛期

幼 苗

终期
发棵
终期

幼菌
终期

发棵

终期

结薯

盛期
发棵

终期
结 薯

盛期

标记叶 ��� ���

�
�

��

��
。

�� 宝

�

之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艺
。
�� �

。

��

�
�

��

茎川

标 �己叶 以下 侧枝

报系 �
�

��

�
。

��

�
�

�工

�
�

�� 一

�
�

�� �
·

�� �
。

��

了
。

了�

�
�

了�

�
�

��

�
�

�� �
�

��

块茎 �
�

�� �
�

�� �
�

�� �
。
�� �

�

�� �
�

��

叶 �
�

��

标记叶 以上 茎 ��
。
��

顶部分枝 一

�
，

�� �
�

��

� ��
。
��

�
�

�� �

�
。
��

一一功��切��如幻切拐��
︼��月工���

��

��

�
。
��

�
。
�� � �

�

�
�
� � ��

�二口��。�。��

…
八公���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的�

�三� 结薯期���同化物的运转分配 结薯期块茎显然是光合产物运转分配中

结薯期以发棵期终开始至 收 获
，
此 期 心

，

这从表 � ‘ �
� 同化物流向块茎的量

，

由
，‘
�同化物向植株各器官运转分配的 特 点 标记后 �天的��

�

���增至其后的��
�

���更

可用表 �中整株标记的结果说明
。

块茎分配 加清晰可见
。

同时看出
，

新增加 的 ��
�

���

量最多
，

从结薯初期的��
�

���增至盛 期 的 来自全株其它茎叶
。

��
�

���
。

同化器官主茎叶
、

主茎
、

基 部 分 关于侧枝在结薯期
‘ �
� 同化物的分配 情

枝茎叶的分配量都有下降
，
分别由��

�

�
、
�

�

�� 况
，
根据对结薯初期第�侧枝第 �叶和结薯盛

和��
�

�� �降至��
�

��
、
�

�

�� 和 ��
�

���
。

根 期第 �侧枝叶标记结果 �表 ��
，

可见 它 们

系分配量下降更烈
，

种薯在结薯盛期就不再 对块茎的分配量虽不如主茎叶
，

但也分别达

分配到光合产物
。

到��
�

���和��
�

���
。

自留量分别为��
�

��

表 �
�

发裸终期和结薯盛期 “ �同化物的分配 �占全袜放射强度��
‘ ��‘习� ，�‘ ，� 叫 侧����������� ‘ ��旧����曰�

主 茎 叶 分枝茎 叶

测定时期 根 系 块 茎 种 薯
第�� �叶 第�� ��叶

主 茎

地下 部 第�一 �节 第�一��节 基 部 顶 部

��
�

�� �
�

�� �
�

�� 工
�

��

父棵终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薯盛期 �
�

�� �
�

�� ��
�

��

��
�

�� �
。
��

表 �
�

结薯期植株标记后 �天和��天 “ � 同化物的分配

取 样 时 期 根 系 主 茎 叶 主 茎 侧 枝 顶部分枝 块 茎 总 ��

�。������标记后 � 天 工�
。

�� 工
�

�� ��
�

�� �
�

��

标记后 ��天 ��
。

�� �� �
�

�� �
�

��

��
�

��

��
。

��

损 益 � �
。

�� 一 �� 了� � ��
。

��

表 �
�

发棵终期和结薯盛期侧枝 同化物的分配 �占总 强 ��

标记叶

标记 时期及部位 根 系 主茎 叶 主 茎 侧 技 顶部分枝 块 茎
标记枝

发棵终期
第 �侧侧枝

之第 � 叶

��
�

��

�
�

�� �
�

�� �
。

�� �
�

�魂 ��
。

��

结薯 盛期
第 �侧枝

及 叶

� �� �
�

�� �
�

�� �
�

�� ��
�

��

��
�

���



马铃，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和��
�

�� �
，
说明还在建设中

。

所剩余 者 多

半分配给其它枝叶
，

给根系则极少
。

讨论与结论

�
�

马铃薯出苗后
‘ ��同化物的运 转 分

配量显然有一定的顺序
，

首先用来满足叶 自

身建设和维护活动的需要
，

需 要 量 前 者占

�� �左右
，
后者占�������表 �

，

图 ��
。

剩

余量经过茎流向植株其它部分
，

在主茎叶建

成前主要流向茎叶
，

占 ���以上
，

其 次 块

茎
，

根系只 占��以下 �表 �
、
� �� 在主茎

同化系统建成后流向主要转至块茎
，

分配量

达���以上 �表�
、
��

。

在块茎生长 盛 期
，

甚至茎叶中先前贮备的 “ �同化物也被 运往

块茎 �表 ��
。

�
�

马铃薯植株在生长过程中对 “ �同化

物的竞争力
，

茎叶始终处于优势
，

块茎只有在

合理栽培技术措施下到结薯盛期才能与茎叶

互争高低
，

而根系的竞争力则很弱
，

且随着

生长进程而 日益削弱 �表��
。

因此
，

在马铃

薯生长前期
，

采用削弱茎叶竞争力和加强根

系竞争力的技术措施
，

对产量形成显得十分

重要
。

�
�

根据本试验
’ ‘� 同化物在合理技术

措施下运转分配情况看来
，

证实著者对马铃

薯早熟品种生长时期的划分
，
以主茎第�叶序

完成为幼苗期
，

第 �叶序完成为发棵期
，
其

后为结薯期是合适的
，

有利于按茎叶长相采

取合理的技术措施
，

来控制马铃薯的产量形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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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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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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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薯播种对马铃薯生育及产量的影响

工 士 弃黎
� 工� ，、

勺
，

甘二、

�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 马铃薯研究所�

摘 要

����、 ���违年
，

在黑龙 江省 北部黑土地 区 气象条件
、
生产水平和栽培 条件下

，

通过 田 间试验
，
研完 了整薯播种对马铃薯生育和产量 的影响

。

结 果表明
�

整薯播种

与传统 习惯 的切块播种相 比
，
�年朔 间平产 出现须率为 �次

，

一般年份整薯播种比

切块播种增产 �、 抢� ，

在春旱严 重的 ����
一

年
，

整薯播种表现 出非常突 出 ‘洲充旱保

苗效果
。

在群体叶 面 积 发展进程上
，

整薯播种表现早发早衰
，
切块播种 晚发晚衰

，
一

般年份 尤合势前者比 后者高�
�

��
，

春旱严 重 的����年 高��
�

��
。

块茎商品 率以 ���
�

�

克为准时
，
�年平均整薯播种 为��

�

��
，
切块播种 为��

�

��
，

两者相 差 �
�

��
� 以

��克为准时
，
整薯播种 为��

�

��
，
切块播种为��

�

��
，
两者相 差�

�

��
。

前 言

不用切块
，
而用整薯播种栽培马铃薯

，

以

其具有避免切刀传病
、

抗早深苗和达于机械

化播种等优点而为人们所瞩目 马铃薯生产

先进国家荷兰历来采用整薯播种
“ ’ 。

国内��

年代以来
，

一些研究单位和生产单位对马铃

薯整薯播种进行了研究
，

证实了它的增产效

果
，

一些地方还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增产措放

加 以推广
‘ 之 ’ �，’ 。

这项播种方法在作为伐国马

���� ����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 ������������ ��� ����� ���� �������� �� ，�� ���� �

��� ���� ��
�

������ �� �壬�� ������
， 。 �� ���� ��� ，， �� �� ���� �� ���

�

���。 � 亡圣�� �� ��

���� �� � ��� ���� �� ����� �义������
，
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
·

������ ‘ 毛�
一

������� � ����������� ���
�

���� � ���� � �� ���� ��� ���� ������
‘

��� �比�� � �� ���� �� ��� �� � ������� ��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么。 � � �� 己� ��
�

����� ����������������� �� � �� ��� ����� ��� �� 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