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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积累及相关超微结构的调节效应

李 勇  杨焕春  常向彩  杨 轶  李静雯  柏光兰  庞 丽
（安顺学院  农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摘 要  为明确施氮量对不同淀粉型马铃薯块茎淀粉积累及相关超微结构的调节效应，选用高淀粉品种‘克新 22
号’和低淀粉品种‘克新 19 号’，设置 0（CK）、75、150、225 和 300 kg/hm2 共 5 个施氮量处理，测定不同施氮量处理的

块茎淀粉含量、淀粉产量以及块茎淀粉粒、淀粉体的个数和粒径，并分析了马铃薯块茎淀粉含量与淀粉粒、淀粉体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施氮量在 0~300 kg/hm2 时，‘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品种块茎的淀粉含量随施氮量的

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其中施氮量为 0（CK）kg/hm2 时，2 个品种的块茎淀粉含量均达最高。2 个品种块茎的淀

粉产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则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施氮量为 150 kg/hm2时，高淀粉品种‘克新 22 号’块茎的淀

粉产量达到最高，为 11. 27 t/hm2；而低淀粉品种‘克新 19 号’施氮量为 225 kg/hm2 时，块茎淀粉产量达到最高，为

8. 99 t/hm2。2 个品种块茎淀粉粒和淀粉体的数量均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淀粉粒和淀粉体的平均粒径

随施氮量增加均呈不断变小的趋势，2 个品种块茎微观淀粉粒的含量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块茎的淀

粉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一致。2 个品种块茎中粒径（d）<30 μm 的淀粉粒和淀粉体所占比例均

随施氮量的增加呈不断增加的趋势，d≥30~50 和≥50 μm 的淀粉粒和淀粉体所占比例均随施氮量的增加呈不断降

低的趋势。其中施氮量为 0（CK）kg/hm2 时，2 个品种块茎中淀粉粒和淀粉体的数量最多、粒径最大，d<30 μm 的淀

粉粒和淀粉体所占比例最低，d≥30~50 和≥50 μm 的淀粉粒和淀粉体所占比例最高。综上所述，不同淀粉型马铃

薯块茎淀粉积累及相关超微结构受施氮量的影响较大；应根据不同淀粉型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淀粉产量及淀

粉粒和淀粉体等超微结构的变化确定品种适宜的施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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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on starch accumulation and 
related ultrastructure in potato 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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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on starch accumulation and 

related ultrastructure in potato tuber of different starch type varieties， the high-starch variety ‘Kexin 22’ and 

low-starch variety ‘Kexin 19’ were selected and treated with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f 0 （CK）， 75， 150， 

225 and 300 kg/hm2， respectively.  The starch content， starch yield and the number and particle size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 bodies in tubers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were measu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rch content and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 bodies in potato tubers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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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arch content of tubers of ‘Kexin 22’ and ‘Kexin 19’ varietie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 when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 was 0 to 300 kg/hm2.  The 

starch content of tuber of the both varieties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s when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 was 

0 （CK） kg/hm2.  The starch yield of tuber of the two varietie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When the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 was 150 kg/hm2， the starch yield of 

high-starch variety ‘Kexin 22’ reached the highest， which was 11. 27 t/hm2.  The starch yield of low-starch 

variety ‘Kexin 19’ reached 8. 99 t/hm2 when the nitrogen rate was 225 kg/hm2.  The number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 bodies in the tubers of the two varietie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N application rate， and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 bodie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N application rate， resulting in a decreasing trend of 

microscopic starch granule content in the tubers of the two varie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N application 

rate.  I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ecreasing trend of starch content in the tubers with the increase of N 

application rate.  The proportion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 bodies with diameter （d）<30 μm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 application rate， and the proportion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 

bodies （d ≥30-50 μm and ≥50 μm）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 application rate.  When the nitrogen 

rate was 0 （CK） kg/hm2， the number and size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s of the two varieties were 

the largest， the proportion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s （d <30 μm） was the lowest， and the 

proportion of starch granules and amyloids （d ≥30-50 and ≥50 μm） was the highest.  In conclusion， the 

starch accumulation and related ultrastructure of potato tubers of different starch potato varieties were 

greatly affected by nitrogen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suitable nitrogen applic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tarch content， starch yield and ultrastructure changes of starch granules 

and starch bodies in the tubers of different starch type potato varieties.

Keywords potatoes； nitrogen application amount； tuber； starch content； starch yield； starch granules； 

amyloplast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是继小麦、水稻

和玉米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1］。淀粉占马

铃薯块茎干重的 60%~70%，是块茎的主要成份。

马铃薯淀粉为人类提供生命必需的能量，由于其

独特的功能 ，在食品和工业加工中得到大量应

用［2］。据统计，我国已有大中型淀粉加工企业百

余家，小型企业千余家，生产能力已达 200 万 t［3］。

因此，提高马铃薯块茎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的研

究对于满足淀粉加工企业对淀粉原料薯的质量要

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淀粉合成受多基因调控［4］，易受

自然条件的制约［5］，还受栽培条件的影响［6］。其中

氮肥对马铃薯块茎产量和淀粉含量均具有重要影

响［7］。目前，围绕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含量的

影响研究报道较多［8-10］。Zebarth 等［11］研究发现增施

氮肥能显著提高马铃薯的块茎产量；但过量施氮反

而会降低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12］。关于施氮量

对不同淀粉型马铃薯块茎淀粉产量的影响研究报

道较少。白建明等［13］研究表明淀粉加工型品种是

以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作为综合指标，而淀粉产量

是主要的依据，因此提高马铃薯块茎的淀粉产量更

有实践意义。

储藏细胞中淀粉粒的粒径大小和数量对马铃

薯块茎的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均具有重要影响［14］。

淀粉粒的粒径大小也影响淀粉的结晶结构、粘度性

质、糊化性质、流变性质结构等理化性质，进而影响

马铃薯块茎淀粉的加工品质［15］。淀粉粒的粒径大

小、数量和增长速度会因品种和栽培条件不同而

异［16-17］。淀粉体是淀粉合成和淀粉粒储存的主要场

所，淀粉体的粒径大小和数量也影响马铃薯块茎的

淀粉含量和淀粉产量［18］。

目前关于施氮量对不同淀粉型马铃薯块茎淀

粉积累及相关超微结构的影响研究报道较少。本

研究选用生育期相近的高淀粉品种‘克新 22 号’和

低淀粉品种‘克新 19 号’为试验材料，通过设置不

同施氮量处理，分析施氮量对不同淀粉含量的马

铃薯品种块茎淀粉积累及其相关超微结构的影

响，旨在探讨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积累的影

响规律，以期为高淀粉马铃薯的科学施氮提供理

论依据。

78



第  8 期 李勇等： 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积累及相关超微结构的调节效应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选用生育期为 90 d 的‘克新 22 号’高淀粉品种

和生育期为 95 d 的‘克新 19 号’低淀粉品种的原种

为试验材料。

1. 2　试验设计

采用二因素裂区试验设计，品种处理被安排在

主区，氮肥处理被安排在副区。其中，氮肥设 0
（CK）、75、150、225 和 300 kg/hm2 共 5 个处理，每个

处理 3 次重复。6 行区，行长 12 m，垄距 90 cm，株距

20 cm，小区面积为 64. 8 m2。 P2O5 为 150 kg/hm2，

K2O 为 300 kg/hm2。

供试肥料以种肥方式一次性施入。选用尿素调

氮，重过磷酸钙调磷，硫酸钾调钾。试验地营养状况：

碱解氮 138. 3 mg/kg；有效磷 20. 7 mg/kg；速效钾

214 mg/kg；pH 6. 26；有机质 36 g/kg；全氮 0. 28 g/
100 g；全磷 0. 074 g/100 g；全钾 2. 51 g/100 g。
1. 3　试验方法

试验被安排在黑龙江省克山县马铃薯试验基

地（125. 87°E，48. 03°N，海拔 236. 9 m）进行。采用

整薯播种，选用 50 g 左右的小种薯。麦茬，伏翻地。

2016 年 5 月 12 日，人工播种。6 月 27 日，中耕除草。

生育期间，每隔 7 d 喷施 1 次杀菌剂和杀虫剂。9 月

10 日，人工收获。在苗后 78 d（块茎成熟期）收取小

区中间 4 行 1 m 区段内的所有块茎，将块茎按<25、
≥25~50、≥50~75、≥75~125、≥125~175 和 ≥
175 g 的规格分为 6 级，分别统计各级别块茎的数量

和重量，计算出小区的块茎产量，并折算成公顷产

量。按级别及比例选取块茎 1 kg，作为取样样品。

取样样品洗净后晾干，将取样样品中每个块茎沿顶

部到脐部方向切取一片混在一起，先切条，再切成

小块，混匀后作为块茎样品。按四分法取 100 g 左

右的块茎样品，称量鲜重后放入铝盒中，经 105 ℃杀

青 30 min，在 70 ℃烘至恒重。称量样品干重后，用

粉碎机粉碎，100 目的筛网过筛后，放在干燥器中保

存，用于块茎淀粉含量的测定。用块茎产量乘以块

茎淀粉含量，得出块茎淀粉产量。

将马铃薯块茎样品用双面刀片切成 2 mm×
5 mm 的小条。将块茎样品观察面向上，用导电胶

带粘在扫描电镜样品台上。用日本日立公司生产

的 E-1010 型离子溅射镀膜仪在样品表面镀上一层

100~150 Å 的金属膜。用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

S-3400 N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块茎样品进行观察

并拍照记录。观察扫描电镜照片中的淀粉粒并计

数，对每个视野中的淀粉粒按<30、≥30~50 和≥
50 μm 的粒径进行分级，并统计出各级淀粉粒的数

量，计算出各级淀粉粒的比例，最后用各级淀粉粒

的直径总和除以淀粉粒的总数，得出各施氮量处理

淀粉粒的平均粒径（d，μm）。

将马铃薯块茎样品用双面刀片切割成 1 mm × 
3 mm 的 小 条 。 用 2. 5% 戊 二 醛 进 行 前 固 定 ，用

0. 1 mol/L 磷酸缓冲液冲洗，用 2% 的四氧化锇固定

液固定后，再用 0. 1 mol/L 磷酸缓冲液再次冲洗。

使用乙醇进行梯度浓度脱水。100% 乙醇和 100%
丙酮按体积比为 1∶1 混合后加入样品瓶中，10 min
后换成纯丙酮 5 min 后倒掉。纯丙酮和环氧树脂

812 包埋剂分别按体积比 1∶1 浸透 2 h，1∶2 浸透

11 h，1∶3 开盖过夜。将包埋好的样品放入恒温培养

箱中进行聚合处理。把定位好的样品块固定于美

国阿姆西公司生产的 ULTRACUT-E 型超薄切片

机上，进行超薄切片操作。样品用 1% 醋酸双氧铀

染色 30 min，超纯水冲洗干净；滴加柠檬酸铅溶液进

行染色。30 min 后，用超纯水冲洗，放于培养皿的滤

纸上待检。使用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 H-7650 型透

射电子显微镜对块茎样品进行观察并拍照记录。

观察透射电镜照片中的淀粉体并计数，对每个视野

中的淀粉体按<30、≥30~50 和≥50 μm 的粒径进

行分级，并统计出各级淀粉体的数量，计算出各级

别淀粉体的比例，最后用各级淀粉体的直径总和除

以淀粉体的总数，得出各施氮量处理淀粉体的平均

粒径（d，μm）。

1. 4　淀粉品质指标测定及数据统计

块茎淀粉含量参照国标“谷物籽粒粗淀粉测定

法”［19］测定。采用 WPS Office 绘图，利用 DPS18. 10
数据处理系统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Duncan 新复极差法对各处理的平均数进行多重

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含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施氮量在 0~300 kg/hm2 时，‘克

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品种块茎的淀粉含量随施

氮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低淀粉品种

79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4 年  第  29 卷

‘克新 19 号’相比，高淀粉品种‘克新 22 号’随施氮

量的增加其块茎淀粉含量降低的幅度更大。因

此，高淀粉马铃薯品种块茎的淀粉积累对氮肥较

为敏感。

2. 2　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淀粉产量的影响

由表 2可知，施氮量在 0~300 kg/hm2时，‘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品种块茎的淀粉产量随着施氮量

的增加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 2个品种达到最

高淀粉产量的最佳施氮量不同。高淀粉品种‘克新 22
号’，施氮量为 150 kg/hm2 时，淀粉产量达到最大值

（11. 27 t/hm2）；而低淀粉品种‘克新 19号’，施氮量为

225 kg/hm2时，淀粉产量达到最大值（8. 99 t/hm2）。

2. 3　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细胞单位截面淀粉粒数

量和粒径的影响

由表 3 和图 1 可知，施氮量在 0~300 kg/hm2时，

‘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随着施氮量增加，细胞

单位截面的淀粉粒数量不断减少，淀粉粒的平均粒

径不断变小，造成 2 个品种块茎微观淀粉粒的含量

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块茎的淀粉含

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一致。从粒

径的分布情况来看，‘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品

种，随着施氮量的增加，d<30 μm 的淀粉粒所占比

例逐渐增加，d≥30~50 μm 和≥50 μm 的淀粉粒所

占比例均逐渐减少。

表 1　不同施氮量处理下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

Table 1　Starch content of potato tuber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g/100 g

品种

Variety

克新 22 号  Kexin 22
克新 19 号  Kexin 19

施氮量/（kg/hm2） N rates
0（CK）

21. 81±0. 31 a
16. 50±0. 30 a

75
20. 87±0. 40 b
15. 87±0. 05 a

150
19. 87±0. 60 c
14. 99±0. 13 b

225
18. 60±0. 06 d
14. 00±0. 56 c

300
17. 63±0. 26 e
13. 45±0. 35 c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在 0. 05 水平显著。下同。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0. 05 level of probability.  The same below.

表 2　不同施氮量处理下马铃薯块茎的淀粉产量

Table 2　Starch yield of potato tuber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t/hm2

品种

Variety

克新 22 号  Kexin 22
克新 19 号  Kexin 19

施氮量/（kg/hm2） N rates
0（CK）

7. 14±0. 08 e
4. 68±0. 16 e

75
10. 74±0. 04 b

7. 63±0. 08 d

150
11. 27±0. 02 a

8. 15±0. 18 c

225
10. 50±0. 05 c

8. 99±0. 14 a

300
10. 05±0. 08 d

8. 54±0. 03 b

表 3　不同施氮量处理下马铃薯块茎淀粉粒性状的变化

Table 3　Changes of starch grain properties of potato tuber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品种

Variety

克新 22 号

Kexin 22

克新 19 号

Kexin 19

施氮量/
（kg/hm2）

N rates
0（CK）

75
150
225
300

0（CK）

75
150
225
300

淀粉粒数量/（个/视野）

Number of starch 
granules

296±4 a
290±3 ab
283±3 bc
279±3 cd
274±1 d
349±12 a
317±19 a
243±15 b
210±11 bc
177±21 c

d/μm

29. 5±1. 4 a
27. 3±0. 6 b
26. 6±0. 4 b
25. 7±0. 3 b
23. 2±1. 2 c
23. 2±0. 2 a
22. 8±0. 1 b
22. 4±0. 2 c
21. 7±0. 2 d
20. 1±0. 3 e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30 μm
55. 4±1. 0 e
61. 0±1. 2 d
66. 6±1. 7 c
75. 7±1. 1 b
80. 5±2. 2 a
71. 9±1. 1 d
75. 2±0. 9 c
77. 3±0. 1 bc
79. 6±1. 5 b
84. 1±2. 2 a

≥30~50 μm
21. 1±0. 9 a
18. 6±0. 9 b
17. 0±0. 5 c
14. 7±0. 4 d
11. 8±0. 6 e
17. 0±0. 5 a
15. 2±0. 8 b
14. 1±0. 1 bc
13. 3±0. 2 c
11. 8±1. 2 d

≥50 μm
23. 4±1. 8 a
20. 5±0. 4 a
16. 4±1. 5 b

9. 6±0. 7 c
7. 7±2. 3 c

11. 1±0. 7 a
9. 6±0. 3 ab
8. 6±0. 1 bc
7. 1±1. 4 c
4. 1±1.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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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新22号 Kexin 22 克新19号 Kexin 19

图 1　不同施氮量处理马铃薯块茎样品的扫描电镜观察

Fig. 1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of potato tuber sample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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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施氮量对马铃薯块茎细胞单位截面淀粉体数

量和粒径的影响

由表 4 和图 2 可知，施氮量在 0~300 kg/hm2时，

‘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随着施氮量增加，细胞

单位截面淀粉体的数量不断减少，淀粉体的平均粒

径不断变小，造成 2 个品种块茎微观淀粉体的含量

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块茎的淀粉含

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一致。从粒

径的分布情况来看，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块茎中 d<30 μm 的淀粉体所占

比例不断增加，d≥30~50 和≥50 μm 的淀粉体所占

比例均不断减少。

3　讨 论

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受遗传特性和栽培条

件影响，尤其受氮肥的影响较大［20］。聂向荣［9］和郑

顺林等［10］研究均认为，合理的供氮水平可以提高马

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过高和过低的氮肥均会导致

马铃薯块茎淀粉含量降低。李佩华［21］研究认为，高

淀粉品种‘西薯 1 号’和低淀粉品种‘西薯 2 号’块茎

的淀粉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黄鹏等［22］指出，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随施氮

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本研究认为，高淀粉

品种‘克新 22 号’和低淀粉品种‘克新 19 号’块茎的

淀粉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均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

黄鹏［22］的研究结论一致，与聂向荣［9］、郑顺林等［10］和

李佩华［21］的研究结论不同。可能由于本研究供试

土壤的供氮水平较高，造成块茎的淀粉含量随施氮

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

隋启君等［23］研究认为，施用氮肥虽然降低了马

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但降低幅度小于氮肥增产的

幅度，施氮仍可提高马铃薯块茎的淀粉产量，与本

研究结论一致。因此，合理增施氮肥可显著提高马

铃薯块茎的淀粉产量。

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取决于淀粉粒的粒径

大小和数量［24］。Zhang 等［25］研究施氮水平（0、210 和

315 kg/hm2）对 3 个马铃薯品种块茎淀粉粒的粒径

（d）大小和不同粒径所占比例的影响认为，增加施

氮量会降低马铃薯块茎淀粉的 d 大小，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本研究中，‘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 号’品

种，块茎淀粉粒的数量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减少的

趋势，淀粉粒的平均粒径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变小

的趋势，从而造成 2 个品种块茎的微观淀粉粒含量

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马铃薯块茎的

淀粉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增加施氮量会造成 d<30 μm 的淀

表 4　不同施氮量处理下马铃薯块茎淀粉体性状的变化

Table 4　Changes of starch plasmid characters of potato tuber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品种

Variety

克新 22 号

Kexin 22

克新 19 号

Kexin 19

施氮量/
（kg/hm2）

N rates

0（CK）

75

150

225

300

0（CK）

75

150

225

300

淀粉体数量/（个/视野）

Number of starch 
granules

33±2 a

29±1 b

25±1 c

21±2 d

18±2 d

24±2 a

20±1 ab

18±1 b

12±3 c

9±1 c

d/μm

25. 3±2. 0 a

23. 7±0. 7 ab

22. 7±0. 5 bc

21. 1±1. 0 c

18. 2±0. 7 d

23. 3±0. 5 a

22. 5±0. 2 ab

21. 1±0. 3 bc

20. 4±0. 6 c

17. 1±1. 5 d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30 μm

58. 6±2. 6 e

66. 6±1. 7 d

73. 2±1. 0 c

78. 0±1. 5 b

91. 6±3. 3 a

71. 0±1. 6 d

75. 2±0. 6 c

78. 9±0. 7 c

83. 3±1. 8 b

95. 9±3. 3 a

≥30~50 μm

28. 7±2. 9 a

23. 3±0. 8 b

18. 5±1. 0 c

15. 5±1. 0 c

6. 5±3. 4 d

21. 2±0. 7 a

18. 6±0. 8 ab

15. 8±0. 8 b

12. 2±1. 2 c

3. 0±2. 4 d

≥50 μm

12. 8±1. 0 a

10. 1±1. 5 ab

8. 3±1. 0 bc

6. 5±0. 6 c

1. 9±2. 4 d

7. 8±1. 0 a

6. 3±0. 3 ab

5. 3±0. 3 b

4. 5±0. 6 b

1. 1±1. 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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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施氮量处理马铃薯块茎样品的透射电镜观察

Fig. 2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of potato tuber sample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83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4 年  第  29 卷

粉粒所占比例增加，而 d≥30~50 和 d≥50 μm 的淀

粉粒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这与 Zhang 等［25］的研究结

论是一致的。

淀粉体是马铃薯块茎薄壁细胞中重要的细胞

器，是淀粉合成和淀粉粒积累的主要场所。本研究

认为，‘克新 22 号’和‘克新 19号’品种随着施氮量增

加，细胞单位截面上淀粉体的数量不断减少，淀粉体

的平均 d 不断变小，从而造成 2个品种块茎的微观淀

粉体含量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降低的趋势，与马铃

薯块茎的淀粉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逐渐降低的趋

势一致。目前关于氮肥调控淀粉体增殖的机理还不

十分清楚，对于氮代谢调控马铃薯块茎淀粉合成的

分子机制有待通过后续试验作进一步研究。

4　结 论

施氮量对不同淀粉型马铃薯块茎淀粉积累及

相关超微结构具有重要影响。马铃薯块茎淀粉粒

的数量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淀粉粒的

平均粒径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变小的趋势，导致马

铃薯块茎的微观淀粉粒含量随施氮量增加呈不断降

低的趋势，马铃薯块茎的淀粉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

呈不断降低的趋势；而马铃薯块茎的淀粉产量随施

氮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高淀粉品种

‘克新 22 号’和低淀粉品种‘克新 19 号’，施氮量为

0 kg/hm2时，块茎的淀粉含量最高，淀粉粒和淀粉体

的粒径最大，块茎中 d<30 μm 的淀粉粒和淀粉体所

占比例最低，d≥30~50 和≥50 μm 的淀粉粒和淀粉

体所占比例最高。高淀粉品种‘克新 22号’施氮量为

150 kg/hm2时，块茎的淀粉产量最高，而低淀粉品种

‘克新 19 号’施氮量为 225 kg/hm2时，块茎的淀粉产

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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