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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冀张薯８号、夏波蒂２个马铃薯品种，对不同生育时期的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马铃薯的全株干物质积累呈现Ｓ型曲线，马铃薯生育期间不同器官干物质积累与分配中心依次为叶片和根、地
上茎、块茎；冀张薯８号和夏波蒂相比，叶片和地上茎的干物质积累峰值前者比后者来得晚，根和块茎的干物质积
累峰值在同一时期出现，在整个生育期叶片、地上茎、根、块茎干物质积累量前者均大于后者，就产量而言，前者高

于后者，且增幅为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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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量的高低是由生物产量即干物质积累

所决定的。茎、叶、根的干物质积累与分配是马铃薯

块茎产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同化产物在各器官的分

配随着马铃薯生长发育进程的不同而不同［１－４］，合

理的栽培措施可促进同化产物的积累与合理分配，

提高马铃薯块茎产量。冀张薯 ８号，属于中晚熟品
种，具有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等特点，审定后在全国

各地大面积种植；夏波蒂为中熟品种，茎绿粗壮多分

枝，抗旱性较弱，薯块贮藏性中等，抗环腐病。为准

确了解冀张薯８号和夏波蒂在河北张北地区的生长

发育规律，以便在生产和育种中有效利用，本试验对

冀张薯８号和夏波蒂干物质的积累及分配规律进行
了系统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１年在河北省张北县国家马铃薯高
产示范基地进行，地块前茬是莜麦，地势平坦，肥力

均匀，耕层基础肥力有机质１５．５ｇ·ｋｇ－１，全氮０．８４
ｇ·ｋｇ－１，碱解氮８２．９ｇ·ｋｇ－１，速效磷９．９ｇ·ｋｇ－１，速



效钾１４４．２ｇ·ｋｇ－１，ｐＨ８．３。以中晚熟品种冀张薯８
号和中熟品种夏波蒂为试材，采用裸地种植，种植面

积各 ９７．５ｍ２（６ｍ×１６．２５ｍ），行距 ６５ｃｍ，密度
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５月１０日播种，９月１３日收获，基
施马铃薯专用复合肥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２６∶７∶１４）７５０

ｋｇ·ｈｍ－２，田间管理同大田，马铃薯生育期内降雨量
为２９３．１ｍｍ，属平水年，平均气温１８．４℃。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干物质的测定：马铃薯于６月５日出苗，从６月
１５日开始每隔１５ｄ取样一次，直至收获，每次每个
处理取５株，取样时先以叶片、地上茎、根（不包括地
下茎）和块茎分别计鲜重，后在 １０５℃下杀青，在
８０℃下烘至恒重，称干重，以５株平均干重作为干物
质积累量［５］。

收获时从未取样的地块，取 １０行测产，按薯块
的大小分别记数与称重，单薯重大于 ７５ｇ的为大
薯，７５ｇ以下的为小薯。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
数据分析与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叶片干物质的积累

由图１可知，从出苗至收获，２个马铃薯品种叶
片干物质的积累在整个生育期表现为：快增长－慢
增长－负增长３个阶段。从出苗至７月１５日，２个
马铃薯品种叶片干物质积累均表现为由慢到快的一

个增长期，干物质积累日增量冀张薯 ８号由 ０．２０
ｇ·株－１提高到 １．１１ｇ·株－１，夏波蒂由 ０．３４ｇ·株－１

提高到１．０３ｇ·株－１，日增量最大值出现在 ７月 １５
日；７月１５日后日增量迅速下降，冀张薯８号在７月
１５日至８月２９日为慢增长期，并于８月２９日叶片
干物质积累量达到最大为３１．３ｇ·株－１，８月２９日至
收获，随着叶片干物质向块茎的转移，干物质积累表

现为负增长；夏波蒂在 ７月 １５日至 ８月 １４日为慢
增长期，并于８月１４日叶片干物质积累量达到最大
为２９．２ｇ·株－１，８月１４日至收获，干物质积累表现
为负增长。这种负增长冀张薯８号晚于且低于夏波
蒂，从整个生育期叶片干物质积累量看，冀张薯８号
要高于夏波蒂，前者是后者的１．０４倍。从田间也可
以看到，冀张薯８号的叶片的衰老速率明显低于夏
波蒂。收获时，冀张薯 ８号和夏波蒂叶片干物质的
量分别为２９．２ｇ·株－１和１７．８ｇ·株－１。

２．２ 地上茎干物质的积累

地上茎干物质的积累动态与叶片积累过程相

似，如图２。

图１ ２个马铃薯品种叶片干物质的积累

Ｆｉｇ．１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图２ ２个马铃薯品种地上茎干物质的积累

Ｆｉｇ．２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由图２可知，从出苗至 ８月 １４日，冀张薯 ８号
地上茎干物质积累表现为由慢到快的增长期，日增

量由０．０６ｇ·株－１提高到 ０．３９ｇ·株－１，最大值出现

在８月 １４日，随后出现负增长；从出苗至 ７月 １５
日，夏波蒂地上茎干物质积累表现为由慢到快的增

长，日增量由０．０４ｇ·株－１提高到０．２９ｇ·株－１，７月
１５日至７月３０日为慢增长期，最大值出现在７月３０
日，此后，随着地上茎干物质向块茎的转移，表现为

负增长。从整个生育期地上茎的干物质积累增长期

来看，冀张薯８号较夏波蒂长１５ｄ，最大积累量高于
夏波蒂。收获时，冀张薯 ８号和夏波蒂地上茎干物
质的量分别为１１．１ｇ·株－１和６．４ｇ·株－１。

２．３ 根干物质的积累

根的干物质的积累如图３。

图３ ２个马铃薯品种根干物质的积累

Ｆｉｇ．３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由图３可知，从出苗至 ７月 ３０日，冀张薯 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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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波蒂根干物质积累均表现为慢增长、快增长、负

增长三个阶段，在７月３０日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７．６ｇ·株－１和４．２ｇ·株－１，前者是后者的１．８倍；后
期，夏波蒂的根的负增长速率要高于冀张薯８号，收
获时冀张薯 ８号和夏波蒂的根干物质的量分别为
５．５ｇ·株－１和２．３ｇ·株－１，前者是后者的２．４倍。根
量大有利于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增加抗旱性，

进而提高产量。

２．４ 块茎干物质的积累

块茎的干物质积累如图４。

图４ ２个马铃薯品种块茎干物质的积累
Ｆｉｇ．４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ｕｂｅｒｓ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由图４可以看出，在块茎形成过程中，２个品种
块茎干物质的积累量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块茎干物

质的积累速率均表现为“慢—快—慢”。从 ６月 ３０
日至８月２９日，块茎干物质积累日增量冀张薯８号
由０．１０ｇ·株－１提高到４．７９ｇ·株－１，夏波蒂由０．１５ｇ
·株－１提高到４．４５ｇ·株－１，日增量均在８月２９日达
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２９日期
间块茎干物质积累日增量冀张薯 ８号高于夏波蒂

７．６％～１２．５％，８月２９日到收获则高于５６．９％，收
获时冀张薯８号和夏波蒂的块茎干物质的积累总量
分别为 １９３．１ｇ·株－１和 １６１．２ｇ·株－１，前者较后者

高１９．８％。
２．５ 全株干物质的积累

全株的干物质积累如图５。

图５ ２个马铃薯品种全株干物质的积累
Ｆｉｇ．５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ｏｌｅｐｌａｎｔ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由图５可知，在整个生育期内，马铃薯的全株干
物质积累呈现Ｓ型变化［３］，积累速率表现为“慢—快
—慢”。从６月１５日至８月２９日，冀张薯８号全株
干物质积累日增量由 ０．７２ｇ·株－１提高到 ４．５９
ｇ·株－１，夏波蒂由０．４６ｇ·株－１提高到３．７６ｇ·株－１，

日增量均在８月２９日达到最大值，后有所下降。从
２个品种整个生育期干物质积累平均速率看，冀张
薯８号是夏波蒂的１．３３倍；从干物质的总积累量来
看，冀张薯８号是夏波蒂的１．２７倍。
２．６ 马铃薯干物质在各器官中的分配

马铃薯干物质在各器官中的分配，随着生长中

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如表１。

表１ ２个马铃薯品种干物质在各器官中的分配／％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ｓ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日期（月－日）
Ｄａｔｅ（Ｍ－ｄ）

夏波蒂 Ｓｈｅｐｏｄｙ

叶片

Ｌｅａｖｅｓ
地上茎

Ｓｔｅｍｓ
根

Ｒｏｏｔｓ
块茎

Ｔｕｂｅｒｓ

冀张薯８号 Ｊ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ｏ．８

叶片

Ｌｅａｖｅｓ
地上茎

Ｓｔｅｍｓ
根

Ｒｏｏｔｓ
块茎

Ｔｕｂｅｒｓ

０６－１５

０６－３０

０７－１５

０７－３０

０８－１４

０８－２９

０９－１３

４３．５

６３．８

６５．５

４２．８

２７．６

１２．０

９．５

８．７

１８．８

１８．０

１５．４

８．８

４．８

３．４

４７．８

１７．４

１０．６

６．４

２．８

１．５

１．２

—

—

５．９

３５．４

６０．８

８０．７

８５．９

４７．２

５７．８

５９．２

３８．１

２３．８

１５．９

１２．２

８．３

１７．３

１６．７

１３．４

１２．６

６．８

４．６

４４．４

４０．２

１１．６

１０．１

５．７

３．５

２．３

６．７

１２．５

３８．４

５７．９

７３．８

８０．８

由表 １可知，２个马铃薯品种干物质在各器官
中的分配比例随着马铃薯生长发育进程而不同。在

叶片中的分配，随着生长进程的延续呈先升高后逐

渐降低的趋势，夏波蒂由 ４３．５％升高到 ６５．５％，而
后降到收获时的 ９．５％，冀张薯 ８号由 ４７．２％升高

到５９．２％，而后降到收获的 １２．２％；在地上茎中的
分配，呈先升高后逐渐降低的趋势，夏波蒂由８．７％
升高到１８．８％，而后降到收获的３．４％，冀张薯８号
由８．３％升高到１７．３％，而后降到收获的４．６％；在
根中的分配，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夏波蒂由开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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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 ４７．８％下降到收获的 １．２％，冀张薯 ８号由最
高值 ４４．４％下降到收获时的 ２．３％；在块茎中的分
配，在块茎形成后持续快速增加，夏波蒂在收获时占

全株的 ８５．９％，冀张薯 ８号在收获时占全株的

８０．８％。
２．７ ２个马铃薯品种产量的比较

块茎是马铃薯贮藏器官，２个马铃薯品种的产
量如表２。

表２ ２个马铃薯品种小区产量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ｗｏｐｏｔ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大薯重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ｂｉｇ
ｔｕｂｅｒｓ／ｋｇ

小薯重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ｓｍａｌｌ
ｔｕｂｅｒｓ／ｋｇ

总薯重

Ｔｏｔ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ｔｕｂｅｒｓ／ｋ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增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

夏波蒂 Ｓｈｅｐｏｄｙ ７３．８ ２０．７ ９４．５ ２４２３２．０ —

冀张薯８号 Ｊ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ｏ．８ ９３．１ ２４．０ １１７．１ ３００２７．１ ２３．９

由表２可知，冀张薯８号和夏波蒂的公顷平均
产量分别为３００２７．１ｋｇ、２４２３２．０ｋｇ，冀张薯８号比
夏波蒂增产２３．９％。

３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的２个马铃薯品种叶片、地上茎、根干物
重随着植株的生长发育而增加，在某一时期达到最

大值，然后随着块茎的生长发育而减少。冀张薯 ８
号和夏波蒂相比，叶片和地上茎的干物质积累峰值

前者比后者来得晚，根的干物质峰值在同一时期出

现，在整个生育期叶片、地上茎、根干物质积累量前

者均大于后者，这与杨进荣等［６］的研究相似。叶片

是作物的主要光合器官，根是作物吸收、运输水分和

养分的重要器官，叶片、地上茎、根干物质积累为块

茎增长奠定基础，且与产量呈密切正相关［７－９］。

马铃薯的经济器官是块茎，２个品种块茎干物
质的积累量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冀张薯 ８号和夏波
蒂的块茎的干物质积累量和日增量峰值出现在同一

时期，但在各生育时期块茎干物质积累的日增量前

者均大于后者。

在整个生育期内，马铃薯的全株干物质积累呈

现Ｓ型变化，全株干物质的积累量冀张薯 ８号大于
夏波蒂；马铃薯叶片、地上茎、根的干物质分配率随

生育进程推进而降低，地下块茎干物质分配比率为

持续增长趋势。２个马铃薯品种干物质在叶片和地
上茎中的分配，随着生长进程的延续呈先升高后逐

渐降低的趋势；在根中的分配，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在块茎中的分配，在块茎形成后持续快速增加，收获

时冀张薯８号块茎分配率低于夏波蒂，说明功能叶
片工作时间长，干物质的积累越多，分配到块茎的干

物质越多，从而产量越高［１０－１２］。本试验通过对抗

旱性较强的冀张薯８号和抗旱性较弱的夏波蒂的干
物质积累及分配特征的比较，在整个生育期叶片、地

上茎、根、块茎干物质积累量前者均大于后者，且前

者产量增幅为２３．９％，从而为本地区马铃薯指导施
肥，提高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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