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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徐紫薯 ８ 号为高花青苷型甘薯新品种ꎬ生育期影响结薯习性、产量及品质性状ꎮ 本试验研究 ７８~ １８８ ｄ
共 １２ 个生育期下徐紫薯 ８ 号薯形、单株结薯数、大中薯率、产量、花青苷含量及淀粉含量等变化规律ꎮ 结果表明ꎬ不同

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各个性状差异显著ꎮ 大中薯率、亩鲜薯产量、淀粉含量和花青苷产量随生育期延长逐渐升高ꎻ薯块

长宽比、小薯率、还原糖和可溶性糖含量随生育期延长而下降ꎮ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ꎬ亩鲜薯产量与单株结薯数、大
中薯率、烘干率、亩薯干产量和淀粉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ꎮ 生育期 １４８ ｄ 甘薯单株结薯数最多ꎬ亩鲜薯产量和

花青苷产量均最高ꎬ分别达每 ６６７ ｍ２ ３ ９２７.００ ｋｇ 和 ４ ２５ ｋｇꎬ大中薯率达 ９０％ꎬ甘薯商品性好ꎬ食用品质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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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肉甘薯富含天然水溶性色素花青苷ꎬ具有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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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抗癌防癌、减肥瘦身等保健功能ꎬ广泛用作食品

色素和保健品研发[１￣５]ꎬ近年来紫肉甘薯被广泛种植

和利用ꎮ 徐紫薯 ８ 号是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

研究所以徐紫薯 ３ 为母本ꎬ万紫 ５６ 为父本ꎬ通过人工

控制授粉杂交选育而成ꎮ 徐紫薯 ８ 号为加工和鲜食

兼用型甘薯品种ꎬ春薯大中薯率较高ꎬ干率达 ２８％左

右ꎬ适宜加工紫薯全粉ꎬ速溶全粉等ꎮ 夏薯干率约

２６％ꎬ蒸煮口感香、糯ꎬ适宜鲜食ꎮ 徐紫薯 ８ 号萌芽性

较好ꎬ中短蔓ꎬ薯块纺锤形ꎬ紫皮紫肉ꎬ结薯分散ꎬ薯块

整齐ꎬ可溶性糖含量较高ꎬ食味较好ꎬ耐贮性好ꎮ 本试

验对徐紫薯 ８ 号在不同生育期下薯形、单株结薯数、
大中薯率、产量、花青苷含量及淀粉含量等性状的积

累规律进行研究ꎬ为徐紫薯 ８ 号推广、生产示范和加

工利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于 ２０１７ 年在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育种

试验田进行ꎮ 试验田为典型壤土ꎬ肥力中等ꎮ 试验

材料选取优质高花青苷型甘薯品种徐紫薯 ８ 号ꎮ
１.２　 试验方法及测定指标

试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８ 月 ２２ 日分期栽插ꎬ
１１ 月 ８ 日统一收获ꎬ共设 １２ 个栽插期(表 １)ꎮ 试验

采用随机排列ꎬ５ 行区种植ꎬ３ 次重复ꎬ小区面积 ２０
ｍ２ꎬ行距 ０ ８５ ｍꎬ行长 ４ ５０ ｍꎬ过道 ０ ９０ ｍꎮ 管理

措施统一按常规田间要求进行ꎮ
参考张允刚等[６] 的方法用直尺和游标卡尺测

量薯块的长度和最大直径ꎬ计算长宽比(Ｌ / Ｗ)ꎬ确定

薯形ꎬ其中 １ ５≤ Ｌ /Ｗ< ２ ０ꎬ薯形短纺锤形ꎬ２ ０≤
Ｌ /Ｗ<３ ０ꎬ薯形为纺锤形ꎬＬ /Ｗ≥３ ０ 为长纺锤形ꎻ收
获期统计不同生育期甘薯大薯数、中薯数、小薯数和

单株结薯数ꎬ分别称质量后计算大薯率、中薯率和小

薯率[６]ꎻ鲜薯花青苷提取采用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

冲液法[７]ꎻ薯块切丝后于 ７０ ℃烘干至恒质量ꎬ测定

薯块烘干率ꎻ薯干淀粉、蛋白质、还原性糖和可溶性

糖含量测定采用 ＶＥＣＴＯＲ２２ / Ｎ 型傅立叶变换近红

外反射光谱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光谱仪器公司产

品) [８￣９]ꎮ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数据处理及绘制图

表ꎬ用 ＤＰＳ Ｖ１５.１０ 处理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１０]ꎬ处
理间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ꎬ方差分

析采用随机模型ꎮ

表 １　 徐紫薯 ８ 号栽插期及生育期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编号
生育期
(ｄ)

栽插期
(月￣日) 编号

生育期
(ｄ)

栽插期
(月￣日)

Ｓ１ ７８ ０８￣２２ Ｓ７ １３８ ０６￣２２

Ｓ２ ８８ ０８￣１２ Ｓ８ １４８ ０６￣１２

Ｓ３ ９８ ０８￣０２ Ｓ９ １５８ ０６￣０２

Ｓ４ １０８ ０７￣２２ Ｓ１０ １６８ ０５￣２２

Ｓ５ １１８ ０７￣１２ Ｓ１１ １７８ ０５￣１２

Ｓ６ １２８ ０７￣０２ Ｓ１２ １８８ ０５￣０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生育期下徐紫薯 ８ 号薯形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 Ｌ /Ｗ 比值差异显著

(图 １Ａ) ꎬＬ /Ｗ 随生育期延长逐渐减小ꎬＬ /Ｗ 比值

最高为 １０ ７１( Ｓ１) ꎬ薯形为长纺锤形ꎬＬ /Ｗ 比值

最低为 １ ９６( Ｓ１２) ꎬ薯形为短纺锤形ꎬ说明在发

育早期薯块先伸长然后随生育期延长薯块逐渐

膨大(图 １Ｂ) ꎮ
２.２　 不同生育期下徐紫薯 ８ 号结薯习性

薯形端正、一致性是衡量甘薯商品性的主要

参考指标ꎮ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大薯率、中薯

率、小薯率、大中薯率差异达极显著水平ꎮ 随着

生育期延长ꎬ结薯习性基本呈大中薯率逐渐增

高、小薯率逐渐降低趋势ꎮ 生育期小于 １１８ ｄ
( Ｓ１ ~ Ｓ５)均无大薯(图 ２Ａ) ꎻ生育期 １２８ ｄ( Ｓ６)
中薯率最高ꎬ为 ６６ ８８％ (图 ２Ｂ) ꎻ生育期 ７８ ｄ
( Ｓ１) 时ꎬ所有薯块均为小薯 (图 ２Ｃ) ꎮ 生育期

１２８ ｄ 至 １８８ ｄ 间( Ｓ６ ~ Ｓ１２)大中薯率无显著差

异ꎬ大中薯率均达 ９０％以上ꎬ１３８ ｄ 大中薯率最

高ꎬ为 ９４ ６７％(图 ２Ｄ) ꎮ
基于不同生育期对结薯习性的显著影响ꎬ可以

根据甘薯的用途选择合理的生育期进行收获ꎬ若主

要用于加工ꎬ应尽量提高大中薯率ꎬ在栽培上适当延

长生育期ꎻ若生产迷你鲜食甘薯ꎬ则可在较短的生育

期进行收获ꎬ保证鲜食甘薯商品性ꎮ
２.３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产量性状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烘干率差异显著ꎬ烘干

率随生育期延长逐渐增高随后缓慢下降ꎬ徐紫薯 ８
号平均烘干率为 ２３.６９％~２８ ０６％ꎬ其中生育期 １６８
ｄ(Ｓ１０)烘干率最高ꎬ达 ２８ ０％(图 ３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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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 Ｌ /Ｗ 比值差异分析ꎻＢ: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薯形ꎮ 生育期 Ｓ１~ Ｓ１２ 见表 １ꎮ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 ０５ 显

著水平ꎮ
图 １　 不同生育期下徐紫薯 ８ 号薯形差异显著性分析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ｉｎ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Ａ:不同生育期大薯率差异显著性分析ꎻ Ｂ:不同生育期中薯率差异显著性分析ꎻＣ:不同生育期小薯率差异显著性分析ꎻＤ:不同生育期大中

薯率差异显著性分析ꎮ 生育期 Ｓ１~ Ｓ１２ 见表 １ꎮ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ꎮ
图 ２　 不同生育期下徐紫薯 ８ 号结薯习性差异分析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 ｓｉｚｅ ｉｎ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亩鲜薯产量、亩薯

干产量和单株结薯数差异显著ꎬ随生育期延长

均呈现先增高后降低趋势ꎬ３ 个性状变化规律一

致ꎮ 生育期 １４８ ｄ( Ｓ８ ) 鲜薯产量、薯干产量均

达最高ꎬ６６７ ｍ ２产量分别为３ ９２８ ｋｇ 和１ ０１９ ｋｇ
(图 ３Ｂꎬ图 ３Ｃ) ꎮ 单株结薯数变化范围 １ ５３ ~
５ ６３ 个ꎬ 生 育 期 １４８ ｄ 单 株 结 薯 数 最 多ꎬ 为

５ ６３ 个(图 ３Ｄ)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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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不同生育期薯块烘干率差异显著性分析ꎻＢ:不同生育期亩鲜薯产量差异显著性分析ꎻＣ: 不同生育期亩薯干产量差异显著性分析ꎻＤ:不
同生育期单株结薯数差异显著性分析ꎮ 生育期 Ｓ１~ Ｓ１２ 见表 １ꎮ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ꎮ

图 ３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产量性状差异显著性分析

Ｆｉｇ.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４　 不同生育期对徐紫薯 ８ 号花青苷积累的影响

花青苷积累总体呈先升高再降低趋势ꎬ含量变

化为每 １００ ｇ 鲜薯 ８４.０３~１４０ ８６ ｍｇꎮ 生育期 １８８ ｄ
(Ｓ１２)花青苷含量最低ꎬ为每 １００ ｇ 鲜薯 ８４ ０３ ｍｇꎬ
生育期 １２８ ｄ ( Ｓ６) 花青苷含量最高ꎬ为每 １００ ｇ

１４０ ８６ ｍｇ(图 ４Ａ)ꎮ 根据花青苷含量和亩鲜产量折

算花青苷产量ꎬ不同生育期花青苷产量差异显著ꎬ花
青苷产量随生育期延长先显著升高随后缓慢降低ꎬ
其中生育期 １４８ ｄ(Ｓ８)花青苷产量最高ꎬ每 ６６７ ｍ２

可提取花青苷 ４ ３６ ｋｇ(图 ４Ｂ)ꎮ

Ａ:不同生育期花青苷含量ꎻＢ:花青苷亩产量ꎮ 生育期 Ｓ１~ Ｓ１２ 见表 １ꎮ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ꎮ
图 ４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花青苷积累差异分析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５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品质性状

淀粉含量随生育期延长逐渐升高ꎬ生育期

７８ ｄ ( Ｓ１ ) 淀粉含量最低ꎬ为 ４３ ７７％ꎬ生育期

１８８ ｄ( Ｓ１２)淀粉含量最高ꎬ为 ５９ ９７％ (表 ２) ꎻ
可溶性糖和还原糖含量在生育期 ７８ ｄ( Ｓ１ ) 最

高ꎬ分别为 ８ ５５％ 和 ９ ２３％ꎬ随生育期延长呈

逐渐降低趋势ꎻ不同生育期蛋白质含量差异显

著ꎬ生育 期 １８８ ｄ ( Ｓ１２ ) 蛋 白 质 含 量 最 低ꎬ 为

５ ３４％ꎬ生育期 １１８ ｄ( Ｓ５)蛋白质含量最高ꎬ达
８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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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品质性状差异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生育期
淀粉含量

(％)
可溶性糖
含量(％)

还原糖含量
(％)

蛋白质含量
(％)

Ｓ１ ４３.７７ｆ ８.５５ａ ９.２３ａ ６.９９ａｂｃｄｅ

Ｓ２ ４９.７４ｄｅ ６.４７ｂ ６.２６ｂｃ ７.３６ａｂｃｄ

Ｓ３ ４６.８９ｅｆ ６.４９ｂ ６.１５ｂｃ ８.０３ａｂ

Ｓ４ ４７.９６ｅｆ ６.５８ｂ ８.１６ａｂ ７.５０ａｂｃ

Ｓ５ ４９.２６ｄｅ ６.４０ｂ ５.６５ｃｄ ８.２８ａ

Ｓ６ ５２.８１ｃｄ ５.９６ｂ ６.０１ｃ ６.６３ｃｄｅｆ

Ｓ７ ５５.１５ｂｃ ５.８８ｂ ５.９７ｃ ６.０９ｄｅｆ

Ｓ８ ５５.７４ａｂｃ ５.９３ｂ ６.０８ｂｃ ５.７４ｅｆ

Ｓ９ ５８.２８ａｂ ５.３７ｂ ５.２７ｃｄ ６.４６ｃｄｅｆ

Ｓ１０ ５９.５７ａｂ ４.８８ｂ ４.３１ｃｄ ６.４６ｃｄｅｆ

Ｓ１１ ５５.３０ｂｃ ５.１１ｂ ４.５７ｃｄ ６.８７ｂｃｄｅ

Ｓ１２ ５９.９７ａ ５.９５ｂ ３.６１ｄ ５.３４ｆ
生育期 Ｓ１~ Ｓ１２ 见表 １ꎮ 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 ０５ 显著水平ꎮ

２.６　 徐紫薯 ８ 号主要性状的相关性

将徐紫薯 ８ 号的主要经济性状的平均值进行相

关性分析ꎬ以进一步了解各个性状间的相互作用ꎮ 亩

鲜薯产量是衡量甘薯品种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ꎬ由表

３ 可知ꎬ亩鲜薯产量和单株结薯数、大中薯率、烘干率

和亩薯干产量、淀粉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ꎬ和
Ｌ /Ｗ、小薯率、还原糖含量、可溶性糖含量和蛋白质含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ꎮ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ꎬ单株结薯

数、大中薯率、烘干率和淀粉含量等越高ꎬ甘薯亩鲜薯

产量越高ꎻ而薯块长宽比、小薯率、还原糖含量、可溶

性糖含量和蛋白质含量等越高ꎬ甘薯亩鲜薯产量越

低ꎮ 因此ꎬ在甘薯品种选育上ꎬ可以将结薯习性和品

质性状作为甘薯选育的参照指标ꎬ间接评估甘薯亩鲜

薯产量ꎬ为甘薯品种选育提供参考ꎮ
薯块的长宽比是衡量薯形ꎬ反映生育期长短的量

化指标ꎬ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ꎬ薯块长宽比与大薯率、
大中薯率、烘干率、产量和淀粉含量均呈极显著负相

关ꎬ说明甘薯的生育期越短ꎬ薯块长宽比值越高ꎬ薯形

越长ꎬ亩鲜薯产量也越低ꎮ 因此在甘薯栽培上ꎬ若以高

鲜薯产量和高淀粉产量等为生产目标ꎬ应适当延长生

育期ꎬ获得较高的大中薯率ꎮ 长宽比与小薯率、还原糖

和可溶性糖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ꎬ利用该相关性ꎬ在生

产上可适当缩短甘薯生育期ꎬ增加薯块的长宽比和小

薯率ꎬ在实用品质上提高还原糖和可溶性糖含量ꎮ
徐紫薯 ８ 号为高花青苷甘薯品种ꎬ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ꎬ花青苷含量与 Ｌ /Ｗ、还原糖含量呈显著正

相关ꎬ和大薯率、烘干率和淀粉含量呈显著负相关ꎮ
说明甘薯大薯率、烘干率和淀粉含量越高ꎬ花青苷含

量越低ꎻ薯形长宽比和还原糖含量越高ꎬ花青苷含量

越高ꎮ 因此在高花青苷甘薯品种选育上ꎬ可以将还

原糖含量等品质性状和大薯率等产量性状作为品种

选育时的参照指标ꎮ

表 ３　 徐紫薯 ８ 号主要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Ｘｕｚｉｓｈｕ８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１４
ｘ１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５１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３２ －０.７７∗∗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５８∗ ０.８５∗∗ ０.８９∗∗ ０.５１ －０.８７∗∗

ｘ２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３２ ０.８６∗∗ ０.８９∗∗ ０.９１∗∗ －０.５９∗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７９∗∗ ０.８９∗∗

ｘ３ １.００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１３ －０.４５ －０.４９ －０.１３ ０.４３
ｘ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３ －０.８３∗∗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３６ ０.７６∗∗ ０.７９∗∗ ０.６５∗ －０.８９∗∗

ｘ５ １.００ ０.４３ ０.８３∗∗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３６ －０.７６∗∗ －０.７９∗∗ －０.６５∗ ０.８９∗∗

ｘ６ １.００ ０.２２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３７
ｘ７ １.００ ０.７９∗∗ ０.８３∗∗ －０.６３∗ －０.７２∗∗ －０.８０∗∗ －０.６２∗ ０.９１∗∗

ｘ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３ －０.６７∗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８６∗∗

ｘ９ １.００ －０.４６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７２∗∗ ０.８７∗∗

ｘ１０ １.００ ０.５８∗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５９∗

ｘ１１ １.００ ０.８４∗∗ ０.４１ －０.８４∗∗

ｘ１２ １.００ ０.３４ －０.８４∗∗

ｘ１３ １.００ －０.７５∗∗

ｘ１４ １.００
ｘ１:Ｌ / Ｗꎻｘ２:大薯率ꎻｘ３:中薯率ꎻｘ４:小薯率ꎻｘ５:大中薯率ꎻｘ６:单株结薯数ꎻｘ７:烘干率ꎻｘ８:亩鲜薯产量ꎻｘ９:亩薯干产量ꎻｘ１０:花青苷含量ꎻｘ１１:还
原糖含量ꎻｘ１２:可溶性糖含量ꎻｘ１３:蛋白质含量ꎻｘ１４:淀粉含量ꎻ∗和∗∗表示相关性分别达到 ０.０５ 和 ０.０１ 显著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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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块根形成和膨大不仅受地上部和地下部源库调

节ꎬ还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ꎬ因此可以对某一品种采

用相应的栽培措施促使甘薯早结薯ꎬ快膨大ꎬ协调茎

蔓生长和块根膨大的关系ꎬ从而达到增产的目的ꎮ
不同的气候条件、土壤水分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块根

的形成和膨大ꎬ不同栽插期意味着块根的形成和膨

大受不同环境影响ꎮ 土温在 ２１~ ２９ ℃有利于层细

胞的分裂ꎬ容易形成块根ꎬ结薯早且单株结薯数

多[１１]ꎮ 本试验中 ６ 月 １２ 日栽插、生育期 １４８ ｄ(Ｓ８)
处理组ꎬ此时土温较高有利于块根膨大ꎬ单株结薯

数、产量均最高ꎬ大中薯率达 ９０％以上ꎮ Ｓ９~ Ｓ１２ 生

育期虽长于 Ｓ８ꎬ但亩鲜薯产量均显著低于 Ｓ８ꎬ相关

性分析结果表明ꎬ单株结薯数、大中薯率均与亩鲜薯

产量呈显著正相关ꎬＳ９~ Ｓ１２ 间大中薯率无显著差

异ꎬＳ９~ Ｓ１２ 单株结薯数显著低于 Ｓ８ꎬ说明单株结薯

数是限制 Ｓ９~ Ｓ１２ 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ꎬ５ 月份地

温较低ꎬ影响了块根的形成ꎮ 生育期Ｓ１~ Ｓ６ 大中薯

率和亩鲜薯产量均较低ꎬ分析原因是生育期过短ꎬ块
根未充分膨大ꎮ 上述结果说明在甘薯栽培上并不是

生育期越长ꎬ产量越高ꎬ栽插时期的选择直接关系到

单株结薯数ꎬ进而影响甘薯产量ꎮ
徐紫薯 ８ 号为鲜食、加工兼用型高花青苷甘薯

品种ꎮ 试验结果表明ꎬ花青苷含量随生育期延长总

体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ꎬＳ６ 生育期处理组花青苷含

量最高ꎬ含量为每 １００ ｇ 鲜薯 １４０ ８６ ｍｇꎬ折合花青

苷产量每 ６６７ ｍ２ ２ ３４ ｋｇꎻＳ８ 生育期处理组花青苷

含量虽稍低ꎬ为每 １００ ｇ 鲜薯 １１０ ９２ ｍｇꎬ但因亩鲜

薯产量高ꎬ可提取花青苷产量最高ꎬ达每 ６６７ ｍ２

４ ２５ ｋｇꎮ 此外ꎬＳ８ 生育期处理组亩鲜薯产量最高达

每 ６６７ ｍ２ ３ ９２７.００ ｋｇꎬ大中薯率达 ９０％ꎬ淀粉含量

较高ꎬ食用品质甜、糯ꎮ 因此在生产上ꎬ无论是以加

工型还是鲜食为主ꎬ在徐州及周边地区ꎬ６ 月中旬栽

插ꎬ１５０ ｄ 左右的生育期徐紫薯 ８ 号可获得较好的品

质和经济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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