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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木薯品种生理特性及产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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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辐选０１、桂垦０９－１１、南植１９９、新选０４８、ＧＲ８９１、桂垦０９－２６、华南１２４、华南２０５等８个木薯品种为材
料，对不同生长时期各木薯品种的生长状况、叶片生理生化特性、产量性状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筛选出产量高、性状好

的木薯品种，为今后高产优质木薯选育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木薯的株高、茎粗与鲜薯产量高低紧密相关，块根长、块

根粗、块根数与鲜薯产量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叶片叶绿素、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高可以促进块根淀粉的积累，叶片蔗

糖、淀粉含量的高低与块根淀粉积累没有直接关系。在木薯的整个生长时期，新选０４８和桂垦０９－２６的综合性状最
优，生长快，长势旺盛，产量高且品质好，鲜薯产量分别为９３８８７．９５ｋｇ／ｈｍ２和９２６６５．７４ｋｇ／ｈｍ２，因此适合大面积、规
模化推广种植；辐选０１、桂垦０９－１１、华南１２４的综合性状居中，但鲜薯产量较高，属高产量品种；ＧＲ８９１、华南２０５的
综合性状一般，南植１９９的综合性状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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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薯（Ｍａｎｉｈｏｔ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Ｃｒａｎｔｚ）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经济
作物，其块根淀粉含量高，是生产淀粉和乙醇的重要工业原

料，木薯逐渐成为新型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代表［１－２］。研究如

何有效提高木薯块根的品质和产量，选育出块根淀粉含量高、

品质好的木薯新品种，一直是木薯研究领域的重点［３－４］。大

量研究结果表明，作物体内淀粉积累与其他有机化合物的合

成、转运紧密相关［５－７］。通过研究不同品种木薯的生理生化

特性与块根淀粉积累的关系，筛选出性状较优、品质较好的木

薯品种，是提高木薯淀粉含量和选育木薯品种的有效方法，有

利于木薯优良品种的推广与栽培。罗兴录等研究了不同木薯

品种在不同生长时期的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

还原糖含量和蔗糖含量的变化趋势，认为这几个生理生化指

标与块根淀粉的积累紧密相关［８］。陈冠喜等比较了６个不同
木薯品种生长发育期间的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旨在筛选出

综合性状优良的木薯品种，结果表明，华南８号是综合性状较
好的品种，其次是华南５号，华南６号和华南７号居中，最差
的是华南２０５和华南９号［９］。林洪鑫等对１９个品种（或品
系）的产量差异及其与农艺性状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以筛

选出适合在江西省推广种植的高产木薯品种，结果发现，华南

８号和ＧＲ０２４－２的鲜薯产量和淀粉含量均较高，在江西省种
植比较利于高产［１０］。陈会鲜等以高淀粉木薯品种辐选０１和
低淀粉木薯品种华南１２４为材料，对这２个品种的茎叶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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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糖和块根淀粉积累特性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木薯茎叶可溶

性糖含量对块根淀粉的积累起到重要作用，在块根积累的关

键时期，茎叶可溶性糖含量越高、转运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块

根淀粉的积累［１１］。本试验通过对广西现在栽培较多的８个
木薯品种不同生长时期的主要农艺性状、生理生化性状和块

根产量进行比较，研究各生理特性和淀粉含量的关系，筛选出

性状较好、产量较高的木薯品种，为今后高产优质木薯品种选

育，促进木薯产业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试验的供试木薯品种为辐选０１（ＲＳ０１）、桂垦０９－１１

（ＧＫ０９－１１）、南植１９９（ＮＺ１９９）、新选０４８（ＸＸ０４８）、ＧＲ８９１、
桂垦 ０９－２６（ＧＫ０９－２６）、华南 １２４（ＳＣ１２４）及华南 ２０５
（ＳＣ２０５）。
１．２　试验设计

本试验材料在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木薯种植基地进

行栽培，于２０１５年４月份种植，次年１月下旬收获。采用完
全随机区组设计排列，每个品种设为１个处理，共设８个处
理，每个处理３次重复，每个种植小区面积为３６ｍ２，种植规格
设为１．０ｍ×０．９ｍ，各处理其他栽培管理措施与常规一致。

分别于６月２４日（苗期）、８月２０日（块根形成期）、１０
月２０日（块根膨大期）、１２月２５日（块根成熟期）进行采样，
采集展开叶的第４、５张功能叶，一部分用于测定叶绿素含量，
另一部分进行烘干、粉碎，１００目过筛后用于其他生理指标的
测定。于２０１６年１月下旬（块根收获期）采集木薯块根并测
量块根性状和生理指标。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株高与茎粗　分别于苗期、块根形成期、块根膨大期、
块根成熟期４个时期，每个种植小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３株
分别用直尺和游标卡尺测量株高、茎粗，其中，株高为地上茎

基部到生长点的距离，茎粗为株高下三等分处的直径。

１．３．２　叶绿素含量　将苗期、块根形成期、块根膨大期、块根
成熟期４个时期的新鲜叶片采回后立即用于叶绿素含量的测
定，测定方法参照丙酮乙醇混合法［１２］，每个样品做３次重复，
最终结果取平均值。

１．３．３　叶片可溶性糖含量、蔗糖含量　分别称取苗期、块根
形成期、块根膨大期、块根成熟期４个时期的叶片干样测定可
溶性糖含量、蔗糖含量，测定方法参照蒽酮比色法［１３］，每个样

品做３次重复，最终结果取平均值。
１．３．４　叶片还原糖含量　分别称取苗期、块根形成期、块根
膨大期、块根成熟期４个时期的叶片干样测定还原糖含量，测
定方法参照３，５－二硝基水杨酸法［１４］测定，每个样品做３个
重复后取平均值。

１．３．５　块根数、块根长、块根粗　在块根收获期，每个种植小
区取长势均匀的３株木薯，计算其块根数量，再计算这３株木
薯的块根平均值，即为１个小区的块根数。在选取的３株木
薯中每株取３个块根测量其长度和最大直径，并计算平均值，
即为每个小区块根的块根长和块根粗。

１．３．６　块根含水量　将收获时期的块根采回后洗干净切碎，
称量鲜样质量（ｍ１），再将鲜样烘干后称量其质量（ｍ２），则

块根含水量＝（ｍ１－ｍ２）／ｍ１×１００％。
１．３．７　块根理论产量　在块根收获期，每个种植小区选取长
势均匀的８株木薯，称量其块根质量（ｍ），取平均值后乘以
１ｈｍ２土地面积上种植的株数（１１１１１株），即为每个种植小
区的理论产量。

块根理论产量（ｋｇ／ｈｍ２）＝ｍ／８株×１１１１１株／ｈｍ２。
１．３．８　块根淀粉含量、淀粉产量　将收获期的块根采回后进
行烘干、粉碎，称取适量干样进行淀粉含量的测定，测定方法

参照蒽酮比色法［１３］，每个样品做３次重复取平均值，最终结
果乘以块根含水量，即为块根淀粉含量。块根淀粉产量为块

根淀粉含量乘以块根理论产量，即

　　块根淀粉产量（ｋｇ／ｈｍ２）＝块根淀粉含量（％）×块根理
论产量（ｋｇ／ｈｍ２）。
１．３．９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
进行整理制表，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品种木薯不同时期生长状况比较
２．１．１　不同时期植株高度的比较　不同品种木薯在不同生
长时期的植株高度变化如表１所示。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各
品种木薯在整个生长时期的株高呈上升的趋势，在各生长发

育期木薯长势均较好，其中从６月份到１０月份株高增长最
快，这与这段时期气候环境紧密相关。到了１０月份后期植株
高度增长逐渐缓慢，各品种木薯达到最大高度。各木薯品种

之间的株高差异也比较明显，在各生育期中，桂垦０９－２６、新
选０４８、华南１２４和辐选０１均为较高品种，植株挺直且无分枝
或分枝较少，而 ＧＲ８９１和南植１９９则较为矮小，植株生长弯
曲且分枝多，经方差分析，在６月 ＧＲ８９１与其他品种的株高
多差异显著，在６月、８月和１０月南植１９９与其他品种差异
多达到极显著。在块根成熟期，植株最高的桂垦０９－２６比植
株最矮的南植１９９高出了３８．７２％，这一时期各木薯品种的
株高由高到矮的顺序为桂垦０９－２６＞华南１２４＞新选０４８＞
辐选０１＞桂垦０９－１１＞华南２０５＞ＧＲ８９１＞南植１９９。
２．１．２　不同时期茎粗的比较　不同品种木薯各个生育时期
的茎粗变化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各品种木薯的茎粗随
生育期逐渐变大，其增长趋势与株高的增长趋势大致相同。

从６月到１０月，各品种木薯的茎粗变化较快，１０月下旬以后
增长速度逐渐趋于稳定。到１２月份，各品种之间茎粗的差异
较为明显，其中华南１２４、桂垦０９－２６、新选０４８和华南２０５
的茎秆都较为粗壮，其中华南１２４是茎粗增长速度最快的品
种，从苗期到块根成熟期茎粗增长了 １４．５３ｍｍ，增幅达
５３６２％。在这一时期，南植１９９的茎粗最小，经方差分析，南
植１９９与其他品种的茎粗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２．２　不同木薯品种叶片生理生化性状比较
２．２．１　不同时期叶绿素含量的比较　叶绿素是体内进行光
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并用于物质合成的关键物质。

表３是各品种木薯在不同生长发育期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情况。从表３可以看出，不同品种木薯的叶片叶绿素含量的
变化趋势各不相同，从６月２４日到８月２０日的测定结果来
看，各品种木薯的叶片叶绿素含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华南

１２４、ＧＲ８９１、新选０４８、华南２０５、桂垦０９－１１这５个品种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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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品种木薯不同时期株高

品种
株高（ｃｍ）

６月２４日 ８月２０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月２５日
ＲＳ０１ １０５．４４±４．９２ｃＢ ２５４．２２±１３．２９ｂｃＡＢ ３７１．５６±２１．０２ａｂＡ ４０９．３３±２６．６１ａｂＡ
ＧＫ０９－１１ １０６．３３±５．５０ｃＢ ２６４．８９±９．６０ｂｃＢ ３６３．３３±１６．７６ａｂＡ ３９０．６７±１６．７８ａｂＡＢ
ＮＺ１９９ ６４．７８±１３．２７ｄＤ １９６．６７±１３．２９ｄＣ ２７１．２２±３２．２９ｃＢ ３２０．７８±１２．４１ｃＢ
ＸＸ０４８ １３０．７８±２．９１ａｂＡＢ ２８１．４４±２．９９ａｂＡＢ ４０３．７８±６．４９ａＡ ４１９．００±６．７０ａｂＡ
ＧＲ８９１ ７２．７８±１．８７ｄＣＤ ２３６．２２±１０．４２ｃＢＣ ３４６．７８±７．５２ｂＡ ３６８．２２±１５．０６ｂｃＡＢ
ＧＫ０９－２６ １５３．００±１０．８４ａＡ ３０１．５６±１５．０４ａＡ ４０７．１１±１３．７３ａＡ ４４５．００±１７．８４ａＡ
ＳＣ１２４ ９８．００±６．０１ｃＢＣ ２４８．００±１４．５６ｂｃＢ ３８８．３３±１３．０１ａｂＡ ４２４．８９±１７．６７ａｂＡ
ＳＣ２０５ １１５．６７±７．９５ｂｃＢ ２４１．６７±４．８２ｃＢＣ ３４６．５６±１．９３ｂＡ ３７４．５６±１７．３５ａｂＡＢ

　　注：同列不同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分别代表用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测验在０．０１、０．０５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下同。

表２　不同品种木薯不同时期茎粗

品种
茎粗（ｍｍ）

６月２４日 ８月２０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月２５日
ＲＳ０１ ２８．７４±０．９２ａＡ ３５．２１±１．１２ａＡ ３７．７１±０．７６ａＡ ３７．８３±１．７５ａｂＡＢ
ＧＫ０９－１１ ２４．８２±０．５８ａｂＢ ３２．１５±０．３０ａｂＡ ３５．８９±１．８７ａＡ ３６．０９±０．６９ｂＢ
ＮＺ１９９ １８．５７±０．９８ｃＢ ２４．８８±０．２９ｃＢ ２７．９５±２．０７ｂＢ ２８．７０±０．３３ｃＣ
ＸＸ０４８ ２６．２０±１．００ａｂＡ ３４．３６±０．２３ａＡ ３８．１６±１．１０ａＡ ３８．３７±０．８６ａｂＡＢ
ＧＲ８９１ ２４．０９±１．０５ｂＡ ３０．７２±０．３８ｂＡ ３６．４４±０．８６ａＡ ３７．０５±１．２７ｂＢ
ＧＫ０９－２６ ２８．１０±１．５１ａｂＡ ３５．５８±１．８２ａＡ ３９．６９±３．３１ａＡ ４０．５８±０．９４ａＡＢ
ＳＣ１２４ ２７．１０±２．１６ａｂＡ ３５．１５±１．７５ａＡ ４０．８６±２．４７ａＡ ４１．６３±０．８６ａＡ
ＳＣ２０５ ２６．１９±０．８４ａｂＡ ３３．７８±０．９２ａＡ ３９．１８±０．９４ａＡ ３９．６３±０．３５ａＡＢ

表３　不同品种木薯不同时期叶绿素含量

品种
叶绿素含量（ｍｇ／ｇ）

６月２４日 ８月２０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月２５日
ＲＳ０１ ２．８７±０．１７ａｂＡＢ ３．５６±０．０８ｂＢ ４．６０±０．１６ａｂＡ ３．９１±０．２９ａｂｃＡ
ＧＫ０９－１１ ２．１７±０．３１ｂｃＡＢＣ ４．１３±０．３３ｂＡＢ ４．９５±０．３２ａｂＡ ３．８９±０．４２ａｂｃＡ
ＮＺ１９９ ２．７７±０．３ａｂＡＢ ４．１１±０．４０ｂＡＢ ４．１９±０．７２ｂＡ ４．１９±０．１３ａｂＡ
ＸＸ０４８ ２．２４±０．１６ｂｃＡＢＣ ４．２４±０．２９ｂＡＢ ４．０６±０．２３ｂＡ ３．２４±０．１１ｃＡ
ＧＲ８９１ ２．７３±０．０５ａｂＡＢ ５．２６±０．１９ａＡ ５．５９±０．６２ａＡ ３．８２±０．２０ａｂｃＡ
ＧＫ０９－２６ ３．１１±０．１５ａＡ ３．５８±０．３２ｂＢ ４．６３±０．２１ａｂＡ ３．２３±０．１４ｃＡ
ＳＣ１２４ １．２７±０．３８ｄＣ ３．８９±０．３９ｂＢ ４．２８±０．１０ｂＡ ４．２７±０．２２ａＡ
ＳＣ２０５ １．９５±０．２０ｃｄＢＣ ３．９４±０．０８ｂＢ ３．８７±０．１８ｂＡ ３．５１±０．０９ｂｃＡ

片叶绿素含量增幅较大，ＧＲ８９１的叶绿素含量增加到各品种
中的最大值，为５．２６ｍｇ／ｇ，其他品种的叶绿素含量增加幅度
较小。从８月到１０月，除新选０４８、华南２０５的叶绿素含量有
所降低外，其余品种的叶绿素含量均有所上升，其中属桂垦

０９－２６、辐选０１的涨幅最大。到了１０月至１２月，除了南植
１９９、华南１２４的叶绿素含量基本保持不变外，其他品种的叶
绿素含量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能原因是进入秋季后，叶片逐

渐变黄，叶绿素遭到破坏。

２．２．２　不同时期可溶性糖含量的比较　可溶性糖是植物体
内的主要光合产物，是碳水化合物代谢和短暂储存的主要形

式。表４所示的是不同木薯品种在不同时期叶片可溶性糖含
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各木薯品种的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从６月２４日到１０月２０日的测定结果来看，除
了新选０４８的含量先升高后降低、ＧＲ８９１的含量先降低后升
高以外，其他品种的可溶性糖含量均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其

中在８月，新选０４８与桂垦０９－１１、南植１９９和 ＧＲ８９１的可
溶性糖含量差异达到极显著。从１０月到１２月，各个木薯品

种的叶片可溶性糖含量都是升高的，其中新选０４８的叶片可
溶性糖含量最大，为１３．００％，其顺序由高到低排列次依为华
南１２４＞ＧＲ８９１＞南植 １９９＞辐选 ０１＞桂垦０９－２６＞华南
２０５＞桂垦０９－１１。
２．２．３　不同时期还原糖含量的比较　还原糖指的是分子结
构中具有还原性基团的糖类。植物体内的还原糖是光合作用

的直接产物，也是蔗糖合成的底物。不同品种木薯在不同时

期叶片还原糖含量的测定结果如表５所示。从表５可以看
出，各品种的叶片还原糖含量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

分别在８月２０日和１２月２５日的测定结果中表现出最大值，
１０月２０日的测定结果显示，各品种的叶片还原糖含量在此
期间均有所下降，除了辐选０１和新选０４８这２个品种外，其
他品种的叶片还原糖含量都在此测定时期出现最小值。到了

１２月，各品种的叶片还原糖含量又急剧上升，其中上升最快
的是南植１９９，增幅达到了９．０９百分点，每个品种的还原糖
含量都出现了其生长期间的最大值，这一时期各品种的叶片

还原糖含量大小顺序为南植１９９＞华南１２４＞新选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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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品种木薯不同时期可溶性糖含量

品种
可溶性糖含量（％）

６月２４日 ８月２０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月２５日
ＲＳ０１ ８．３６±０．４９ｃＣ ７．４３±０．５７ｂｃＡＢＣ ７．２８±０．４０ａｂＡ １０．７１±０．７７ａＡ
ＧＫ０９－１１ ９．５８±０．３５ａｂｃＡＢ ６．５６±０．０９ｃＢＣ ６．２９±１．０９ｂＡ ９．５８±１．１４ａＡ
ＮＺ１９９ ９．０６±０．８２ｂｃＡＢ ７．１４±０．８３ｂｃＢＣ ６．４０±０．１３ｂＡ １１．２６±０．６８ａＡ
ＸＸ０４８ ９．３６±０．３９ｂｃＡＢ ９．９２±０．８１ａＡ ８．７６±０．０９ａＡ １３．００±１．４６ａＡ
ＧＲ８９１ ９．２１±０．２１ｂｃＡＢ ５．８８±０．４０ｃＣ ６．５４±０．２９ｂＡ １１．４４±１．０４ａＡ
ＧＫ０９－２６ １０．９７±０．４０ａＡ ７．３１±０．７８ｂｃＡＢＣ ７．１８±０．２７ａｂＡ １０．６０±１．５７ａＡ
ＳＣ１２４ １０．４１±０．０８ａｂＡＢ ８．６５±０．６３ａｂＡＢ ７．２７±０．５４ａｂＡ １１．７６±０．１６ａＡ
ＳＣ２０５ ８．７０±０．５３ｃＢ ８．５７±０．１９ａｂＡＢＣ ７．３５±１．１５ａｂＡ １０．１６±０．６７ａＡ

表５　不同品种木薯不同时期还原糖含量

品种
还原糖含量（％）

６月２４日 ８月２０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月２５日
ＲＳ０１ ４．２５±０．１８ｂＡ ５．８４±０．４５ｂｃＢ ４．８９±０．４９ａｂＡ １０．４１±０．７９ａｂＡ
ＧＫ０９－１１ ４．４５±０．２３ａｂＡ ５．５０±０．１３ｂｃＢ ２．６５±０．７１ｃＡ ７．７４±２．０５ｂＡ
ＮＺ１９９ ４．６２±０．６９ａｂＡ ６．３０±０．６６ｂＢ ３．４４±１．０７ａｂｃＡ １２．５３±０．７７ａＡ
ＸＸ０４８ ５．４９±０．４３ａＡ ９．２４±０．７７ａＡ ５．５５±０．８６ａＡ １２．３２±０．６３ａＡ
ＧＲ８９１ ３．９５±０．３７ｂＡ ４．５６±０．２８ｃＢ ２．６０±０．６１ｃＡ １０．８１±２．１６ａｂＡ
ＧＫ０９－２６ ４．１３±０．０２ｂＡ ５．３０±０．５１ｂｃＢ ２．９６±０．２１ｂｃＡ ８．７４±１．１３ａｂＡ
ＳＣ１２４ ４．８５±０．２５ａｂＡ ６．０７±０．４６ｂｃＢ ３．８３±０．４８ａｂｃＡ １２．４３±０．６４ａＡ
ＳＣ２０５ ４．８５±０．２４ａｂＡ ６．０７±０．５５ｂｃＢ ４．２７±０．３５ａｂｃＡ ８．５４±０．３９ａｂＡ

ＧＲ８９１＞辐选０１＞桂垦０９－２６＞华南２０５＞桂垦０９－１１。
２．２．４　不同木薯品种蔗糖含量的比较　蔗糖是植物体内光
合作用产物转运和分配的主要形式。表６所表示的是不同木
薯品种不同生长时期叶片蔗糖含量的变化。从表６的测定结
果可以看出，６月２４日的测定结果为各品种整个生长时期叶
片蔗糖含量的最高值，其中蔗糖含量最高的品种为桂垦０９－
２６，除了ＧＲ８９１的叶片蔗糖含量在１０月有少量升高外，其他

品种的叶片蔗糖含量均逐渐降低，从６月到８月降低速度最
快，到了１２月达到生长期间的最小值。经方差分析，在８月
华南１２４的叶片蔗糖含量与其他品种的差异多达到极显著水
平。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蔗糖在叶片中合成后很快转

化成其他有机物并转运、分配到块根等其他组织，使叶片中的

蔗糖含量逐渐降低。

表６　不同木薯品种不同时期蔗糖含量

品种
蔗糖含量（％）

６月２４日 ８月２０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月２５日
ＲＳ０１ ９．５４±１．１２ａＡ ３．２２±０．０３ｃＢ ２．７１±０．０２ａＡ １．７６±０．０８ｂＡ
ＧＫ０９－１１ ９．８６±１．３７ａＡ ３．２５±０．１０ｃＢ ３．１４±０．７５ａＡ ２．６１±０．４８ａｂＡ
ＮＺ１９９ ９．６８±１．４８ａＡ ３．１６±０．４９ｃＢ ２．７７±０．５１ａＡ １．９１±０．０５ａｂＡ
ＸＸ０４８ １０．３４±１．４３ａＡ ３．８７±０．５２ｂｃＡＢ ３．３１±０．３８ａＡ ２．３５±０．１５ａｂＡ
ＧＲ８９１ ９．７０±０．８５ａＡ ２．９９±０．２２ｃＢ ３．２６±０．１９ａＡ ２．０７±０．２７ａｂＡ
ＧＫ０９－２６ １１．１７±１．６２ａＡ ３．５４±０．２０ｂｃＡＢ ３．２６±０．１５ａＡ １．７９±０．０６ｂＡ
ＳＣ１２４ １０．９８±０．９ａＡ ５．０２±０．２９ａＡ ３．５３±０．４２ａＡ ２．５７±０．４２ａｂＡ
ＳＣ２０５ ９．７５±１．６５ａＡ ４．４６±０．６０ａｂＡＢ ３．０６±０．５１ａＡ ２．８５±０．３５ａＡ

２．３　不同品种木薯块根性状及产量的比较
２．３．１　不同品种木薯块根农艺性状比较　木薯块根的农艺
性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木薯块根产量的大小。表７的测定
结果表示的是不同品种木薯的块根主要经济性状比较。从表

７可以看出，块根数最多的品种是新选 ０４８，平均块根数为
１３．３３条／株，与块根数最少的桂垦０９－２６差异达到极显著
水平，与除华南２０５外其他品种的块根数差异显著。块根最
粗的品种为桂垦 ０９－２６和新选０４８，平均块根粗为７１．００、
６９．４８ｍｍ，均与块根最细的南植１９９差异极显著，与 ＧＲ８９１
的块根粗差异显著，但与其他品种的差异不显著。块根最长

的品种为辐选０１和桂垦０９－１１，平均长为５０．１、４８．９ｃｍ，均

与块根最短的南植１９９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与华南２０５的
块根长差异为显著水平，而与其他品种的差异不显著。综合

块根经济性状较优的品种为新选０４８、华南２０５、桂垦０９－２６、
辐选０１、桂垦０９－１１、华南１２４，ＧＲ８９１次之，南植１９９较差。
２．３．２　不同木薯品种块根产量的比较　木薯块根产量、淀粉
含量和淀粉产量是反映木薯品种优劣的重要指标。如表８测
定结果所示，块根产量最高的品种为新选 ０４８和桂垦 ０９－
２６，平均为９３８８７．９５、９２６６５．７４ｋｇ／ｈｍ２，与其他品种产量均
差异极显著。块根淀粉含量最高的品种属南植 １９９，为
２８１９％，比淀粉含量最低的华南２０５高出了 ４０．１８％，与辐
选０１、ＧＲ８９１的淀粉含量差异不显著，而与桂垦０９－２６、桂垦

—７６—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４６卷第８期



表７　不同木薯品种主要经济性状比较

品种
块根数

（条／株）
块根粗

（ｍｍ）
块根长

（ｃｍ）

ＲＳ０１ ９．６７±１．５３ｂｃＡＢ ６６．４６±２．４５ａＡＢ ５０．１±３．６３ａＡ
ＧＫ０９－１１ １０．３３±２．０８ｂｃＡＢ ６５．３９±１．９７ａｂＡＢ ４８．９±４．５０ａＡ
ＮＺ１９９ １０．６７±２．５２ｂｃＡＢ ５１．３７±１．９２ｃＢ ２９．８±２．３４ｃＢ
ＸＸ０４８ １３．３３±０．５８ａＡ ６９．４８±３．２７ａＡ ３９．９±１０．２０ａｂｃＡＢ
ＧＲ８９１ １０．００ｂｃＡＢ ５４．７７±１４．８１ｂｃＡＢ ４１．４±１３．００ａｂｃＡＢ
ＧＫ０９－２６ ８．６７±０．５８ｃＢ ７１．００±３．９６ａＡ ４４．２±３．７６ａｂＡＢ
ＳＣ１２４ １０．００±１．００ｂｃＡＢ ６４．５５±４．１５ａｂＡＢ ４２．４±３．３３ａｂＡＢ
ＳＣ２０５ １１．６７±１．５３ａｂＡＢ ６７．５４±５．８３ａＡＢ ３３．２±２．５３ｂｃＡＢ

表８　不同木薯品种块根、淀粉产量比较

品种
块根产量

（ｋｇ／ｈｍ２）
块根淀粉含量

（％）
淀粉产量

（ｋｇ／ｈｍ２）
块根含水量

（％）

ＲＳ０１ ６８８８８．２０±３０７１．８１ｂＢ ２６．８７±１．２７ａｂＡＢ １８５１０．２６±８３７．３５ａｂＡＢ ６６．７７±１．１３ｂｃＡＢ
ＧＫ０９－１１ ６２９９９．３７±２５９８．６４ｂｃＢ ２３．０３±１．８０ｂｃＡＢ １４５０８．７５±８２９．１９ｂｃＡＢＣ ７０．２３±１．５５ａｂｃＡＢ
ＮＺ１９９ ２２１１０．８９±６６２８．５３ｃＤ ２８．１９±１．３３ａＡ ６２３３．０６±９５６．７１ｄＤ ６５．４９±２．４３ｃＢ
ＸＸ０４８ ９３８８７．９５±１０４２６．２０ａＡ ２１．７１±０．８１ｃＡＢ ２０３８３．０７±１６１５．６１ａＡ ７１．７４±１．３８ａｂＡＢ
ＧＲ８９１ ６２６６６．０４±２６９４．２７ｂｃＢ ２３．６７±２．６５ａｂｃＡＢ １４８３３．０５±６９３．６５ｂｃＡＢＣ ７０．４０±２．３６ａｂｃＡＢ
ＧＫ０９－２６ ９２６６５．７４±６７３５．６９ａＡ ２１．９６±０．５３ｃＡＢ ２０３４９．４０±９７６．０５ａＡ ７２．０５±０．９９ａＡＢ
ＳＣ１２４ ６３６６６．０３±２６８８．１６ｂｃＢ ２１．９２±０．３７ｂｃＡＢ １３９５５．５９±３６８．７４ｃＢＣ ７２．５８±０．２１ａｂＡＢ
ＳＣ２０５ ５７９９９．４２±４８８１．６８ｃＢ ２０．１１±６．５１ｃＢ １１６６３．６８±２６６６．７９ｃＣ ７３．２４±６．７１ａＡ

０９－１１、华南１２４和新选０４８的淀粉含量差异显著，与华南
２０５的淀粉含量差异极显著。淀粉产量最高的品种是新选
０４８和桂垦０９－２６，均与桂垦０９－１１、ＧＲ８９１的淀粉产量差
异显著，与南植１９９、华南１２４、华南２０５的差异极显著。从表
８还可知，块根含水量与块根淀粉含量呈负相关的关系，块根
含水量较高的品种其淀粉含量则较低。

３　讨论与结论

木薯地上部分的生长状况与块根产量有着密切联系，块

根需要依靠地上部分进行光合作用合成营养物质供给其生

长，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块根产量与地上茎叶的生长呈正相关

关系［１５］。在本研究中，桂垦０９－２６、新选０４８、辐选０１和华
南１２４在生长后期的株高、茎粗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这４个
品种的块根产量也较高，而其余株高、茎粗处于较低水平的品

种其块根产量也较低，说明木薯的株高、茎粗与块根产量呈正

相关关系，这与罗兴录的研究结果［１６］相一致。杨守臻等的研

究结果表明，块根数、块根长、块根粗均与块根产量呈正相

关［１７］，然而本研究却发现，在木薯的生长后期，新选０４８的块
根较短，而块根产量较高，桂垦０９－２６、华南１２４和辐选０１的
块根数较少，而其产量较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块根

数、块根长、块根粗其中的单个变量并不能决定块根产量的

高低。

植物体内的叶绿素在光能的作用下，将空气中的无机碳

（ＣＯ２）转化为有机碳，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叶绿素含量的高
低决定了光合作用的强弱。在一定变化范围内，叶片叶绿素

含量越高，光合作用则越强。罗兴录等研究结果表明，木薯叶

片叶绿素含量与块根淀粉积累没有显著相关关系［１８］，然而在

本研究结果中发现，在木薯各个生长时期，高淀粉木薯品种的

叶片叶绿素含量比低淀粉木薯品种的叶片叶绿素含量稍高，

这说明叶片叶绿素含量与块根淀粉积累量还是存在一定正相

关关系的。

植物叶片中的可溶性糖是光合作用的主要产物，也是淀

粉合成的底物，其含量的高低与淀粉积累紧密相关［７，１９］。本

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木薯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发现，从６月
到１０月，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变化基本呈下降趋势，而从１０
月到１２月，所有木薯品种叶片可溶性糖含量都大幅上升，甚
至到达整个生长时期的最高值，这说明在块根淀粉积累的后

期也是关键时期，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升高有利于光合产物

运输到块根并合成淀粉，这与池敏青的研究结果［２０］不一样，

而与罗兴录等的研究结果［２１］一致。

还原糖和蔗糖是木薯叶片中的２种游离糖，叶片光合作
用合成的直接产物是还原糖，随后再由还原糖转化合成蔗糖，

还原糖是蔗糖合成的主要原料，蔗糖则是有机物转化运输的

主要形式。本研究结果发现，从６月到８月，木薯叶片中的
蔗糖含量急剧下降而还原糖含量升高，从８月到１０月，叶片
中蔗糖含量基本保持不变或稍有减少而还原糖含量逐渐下

降，到了１０月到１２月，叶片中蔗糖含量再次较少而还原糖
含量逐渐升高。这说明叶片中还原糖转化成蔗糖后，蔗糖

被运输到茎秆或块根用于合成其他有机物质，从而引起还

原糖相应的变化，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罗兴录等的研究

结果［１８］。

本研究通过８个不同木薯品种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长状
况、生理生化特性和产量性状进性比较，得出各木薯品种的综

合性状如下：辐选０１植株高大，生长后期可达４ｍ以上，茎秆
粗壮，有分枝，但分枝较少；叶片浓绿，叶绿素含量较高，后期

叶片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较高，但蔗糖含量较低；块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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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粗，但块根数较少，鲜薯淀粉含量、淀粉产量和块根产量均

比较高，为高淀粉木薯品种。桂垦０９－１１植株较高，茎秆则
比较细小不分枝；叶片浓绿，叶绿素含量较高，生长后期叶片

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较低，而蔗糖含量较高；块根长且粗，鲜

薯产量较高，淀粉产量和块根淀粉含量居中，综合性状较好。

南植１９９植株最矮，茎秆最细且有较多分枝，呈红色；叶片较
小，叶绿素含量居中，生长后期叶片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较

高，蔗糖含量较低；块根最短、最细，但数量较多，鲜薯产量、淀

粉产量最低而块根淀粉含量高，综合性状较差，为高淀粉木薯

品种。新选０４８植株直立高大，生长后期最高时可达４．２ｍ，
茎秆粗壮没有分枝；叶片较大，后期叶片叶绿素含量、蔗糖含

量偏低，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较高；块根粗大，结薯数量多，

鲜薯产量、淀粉产量在各木薯品种中最高，块根淀粉含量居

中，为综合性状最优的品种。ＧＲ８９１植株较高，株型较散，群
体间较为荫蔽，茎秆较细，基部常有３～４个分叉；叶片深绿，
叶绿素含量较高，生长后期叶片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较高，

蔗糖含量则偏低；块根较细、较长，结薯较少，鲜薯产量较低，

但块根淀粉含量、淀粉产量较高，属高淀粉木薯品种。桂垦

０９－２６是植株高度最高的品种，最高达到４．４５ｍ，茎秆直立
粗大，不分枝；叶片大，叶绿素含量偏低，生长后期叶片可溶性

糖、还原糖含量均居中，蔗糖含量则偏低；块根长且粗，数量较

少，鲜薯产量和淀粉产量仅次于新选 ０４８，块根淀粉含量偏
低，属于高产量木薯品种，综合性状较优。华南１２４植株高
大，仅次于桂垦０９－２６，茎秆最粗壮，株型直立不分枝；叶片
浓绿，叶绿素含量较高，生长后期叶片可溶性糖含量、还原糖

含量较高，蔗糖含量中等；块根长且大，结薯较多，鲜薯产量居

中，块根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则较低，为低淀粉木薯品种。华

南２０５植株较矮，茎秆较粗，株型直立常有分枝；叶片叶绿素
含量偏低，生长后期叶片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偏低，蔗糖含

量则较高；块根较短而粗，结薯数量较多，但鲜薯产量和淀粉

产量均较低，与其他品种相比块根淀粉含量最低，属低淀粉木

薯品种。

综上所述，木薯的株高、茎粗与鲜薯产量高低紧密相关，

块根长、块根粗、块根数与鲜薯产量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叶片

叶绿素、可溶性糖、还原糖含量高可以对块根淀粉积累起到促

进作用，叶片蔗糖高低与块根淀粉积累没有直接关系。８个
木薯品种中综合长势最优的品种是新选０４８和桂垦０９－２６，
生长快，植株高大，茎秆粗壮，生理生化特性较优，产量高品质

好，鲜薯产量分别为９３８８７．９５ｋｇ／ｈｍ２和９２６６５．７４ｋｇ／ｈｍ２，
这２个品种均适合大面积、规模化推广种植。辐选０１、桂垦
０９－１１、华南１２４的综合性状较居中，植株高大直立，鲜薯产
量较高，属高产量木薯品种。ＧＲ８９１、华南２０５的综合性状一
般，南植１９９的综合性状相对较差，但块根淀粉含量高，属高
淀粉木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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