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是人类生活所依赖的重要食物来源。是

主要粮食品种，尤其在北方地区多以马铃薯鲜薯和

加工制作食品为主。随着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马铃薯的品质要求逐渐提

高。因此，马铃薯品质成为马铃薯科研和生产部门

共同关心的问题。关于马铃薯的营养品质的研究报

道已有不少。黄洪媛[1]等对 29 个马铃薯的品质进行

了分析，从外观特性和化学营养成分两方面，将供

试品种分为鲜食型和专用加工型等。陈蓉[2]等认为，

马铃薯的淀粉和还原糖随纬度的升高而增加，蛋白

质含量则减少。白建明[3]等对 6 个马铃薯品种的研

究认为，对马铃薯淀粉产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品

种。张立菲[4]等的研究表明，生态区域的种薯引种

对淀粉含量的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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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质的优异除了受本身遗传和生理特

性影响外，还受栽培地区气候、土壤和栽培条件的

影响 [5- 6]。因此，不同生态区的种薯在同一地区种

植，其营养含量也应存在一定的引种效应。为了揭

示不同马铃薯品种的遗传本质，减少因外部环境

造成的表观品质差异，本试验选择不同熟性的鲜

食型马铃薯品种，拟在常规施肥环境下，对吉林省

主栽品种营养成分进行分析，以期为吉林省鲜食

马铃薯的科学消费和优质育种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0 在吉林农业大学蔬菜教学基地进

行。供试马铃薯品种为 10 个鲜食型和 4 个鲜食加

工兼用型。有机肥与无机肥的施用量比例为 1:1。
氮、磷、钾施用量分别为：22.46 kg/667 m2，13.58
kg/667 m2，37.5 kg/667 m2。肥料均作基肥一次施

入。5 月 11 日播种，随机区组 3 次重复，每小区

7.8 m2，行距 65 cm，株距 30 cm，常规管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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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评价不同马铃薯品种的营养品质特性，筛选营养物质含量丰富的品种，测定了 14 份马铃薯品

种的营养品质性状，用隶属函数法对营养品质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马铃薯品种在品质方面有较大的

差异。用隶属函数分析综合品质最好的是延薯 7 号、中薯 1 号和荷兰 2- 12。综合营养品质较好的品种有 5 个，

约占供试品种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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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马铃薯品种营养品质的比较分析

品种 淀粉 (%) 粗蛋白(%) 干物质(%) Vc 含量(mg/100 g) 平均隶属函数值 位次 还原糖 (%) 硝酸盐 (mg/g)
中薯 1 号 13.3 1.412 19.60 17.40 0.513 2 0.681 0.179
中薯 5 号 13.4 1.307 14.99 17.71 0.485 6 0.749 0.230
中薯 8 号 15.4 1.272 17.39 27.84 0.503 5 0.730 0.346
克新 13 号 14.4 1.353 15.49 19.76 0.416 12 0.879 0.235
克新 18 号 13.4 1.738 16.14 27.99 0.483 7 0.818 0.393
克新 21 号 13.1 1.528 13.49 18.27 0.442 9 0.245 0.127
延薯 4 号 15.9 1.622 17.63 17.55 0.378 13 0.978 0.388
延薯 6 号 14.4 1.062 14.99 14.93 0.451 8 0.470 0.120
延薯 7 号 13.7 1.272 13.29 16.42 0.549 1 0.381 0.292
内薯 7 号 16.0 1.318 20.60 29.07 0.362 14 0.545 0.418
蒙薯 17 号 17.3 1.423 21.12 13.23 0.516 4 1.184 0.248
冀张薯 18 号 17.3 1.680 19.36 30.10 0.438 10 0.214 0.276
荷兰 2- 12 19.1 1.715 19.60 18.73 0.510 3 0.518 0.183
春薯 4 号 14.6 1.377 14.49 16.16 0.437 11 0.423 0.214
变异系数 12.2 13.800 15.70 28.20 - - 44.600 36.600
CV (%)

理 化 性 质 ：全 氮 1.21 g/kg、全 磷 0.35 g/kg、全 钾

9.8 g/kg、有机质 43.6 g/kg。有机肥为优质腐熟圈

肥，全氮 2.35 g/kg、全磷 3.07 g/kg、全钾 2.26 g/kg、
有机质 75.9 g/kg。
1.2 测定项目和方法

根据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熟性特点，分别在成

熟期进行收获并完成相关指标测定。收获时每小

区筛选长势一致的马铃薯 10 株，每品种共计 30
株。5 株分别装袋带回室内，表面泥土等杂质用柔

软的湿布擦净。取出部分样品切成小块后，用电动

捣碎机打成匀浆，用于还原糖 [7]、硝酸盐 [8]、维生素

C[9]的测定。剩余样品 105℃杀青 20 min 烘干至

恒重用于粗蛋白 [10]的测定。每个处理品种选取 5
份平均样品，用比重法 [11]测定淀粉含量及干物质

含量。块茎营养品质综合评价用模糊数学隶属函

数法，依公式 X(μ)=(X- Xmin)/(Xmax- Xmin)计算

各品种单个营养品质指标的隶属函数值，再求各

品种的平均隶属函数值[11- 12]。数据分析采用 Excel
进行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马铃薯品种营养品质的分析与评价

2.1.1 淀粉含量

14 份马铃薯品种淀粉含量变化在 13.07%～
19.13%之间，变异系数为 12.2%。淀粉含量在

17.0%以上的品种有 3 个，为荷兰 2- 12、蒙薯 17
和冀张薯 18；含量低于 13.4%的品种 2 个，为中

薯 1 号和克新 21。淀粉含量在 13.4%～17.0%的

品种占供试品种的 64.3%。
2.1.2 粗蛋白含量

14 份 马 铃 薯 品 种 粗 蛋 白 的 含 量 变 化 在

1.062%～1.738%之间，变异系数为 13.8%。含量

超过 1.5%的有 5 个品种，依次为克新 18、荷兰

2- 12、冀张薯 18、延薯 4 号和克新 21，其中克新

18 含量最高，达 1.738%；含量最低为延薯 6 号，

为 1.062%。
2.1.3 干物质含量

14 份 马 铃 薯 品 种 干 物 质 含 量 在 13.29%～
21.12%之间，变异系数为 15.7%。其中蒙薯 17 干

物质含量最高，达 21.12%；其次是内薯 7 号、中薯

1 号、荷兰 2- 12 和冀张薯 18，均超过 19%。克新

21 和延薯 7 号的干物质含量最低，均低于 14.0%。
2.1.4 Vc 含量

14 份马铃薯品种维生素 C 含 量 在 13.23～
30.1 mg/100 g 之间，变异系数为 28.2%。维生素 C
含量在 20 mg/100 g 以上的有 4 个品种，依次为冀

张薯 18、内薯 7 号、克新 18 和中薯 8 号，蒙薯 17
的 Vc 含量最低，仅为 13.23 mg/100 g。
2.1.5 还原糖含量

14 份 马 铃 薯 品 种 还 原 糖 含 量 在 0.214%～
1.184%之间，变异系数最大，为 44.6%。蒙薯 17 还

原糖含量最高，达 1.184%，其他品种还原糖较高的

(>0.7%)分别为延薯 4 号、克新 13、克新 18、中薯 5
号和中薯 8 号。约占供试材料总数的 35.7%。
2.1.6 硝酸盐含量

14 份 马 铃 薯 品 种 硝 酸 盐 含 量 在 0.120～
0.418 mg/g，变异系数较大，为 36.6%。硝酸盐含量

最高的为内薯 7 号，达 0.418 mg/g，其次为克新

18、延薯 4 号和中薯 8 号(>0.3 mg/g)；含量最低的

是克新 21 和延薯 6 号(<0.14 mg/g)。
2.2 不同马铃薯品种营养品质评价

马铃薯营养品质是一个综合指标，可用模糊

数学的平均隶属函数值的大小表示其相对优劣。
将淀粉、粗蛋白、干物质和 Vc 含量设定为优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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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指标，计算平均隶属函数值。优良品质指标的平

均隶属函数值越大，说明该品种的品质越好。由表

1 看出，综合品质最佳(X>0.51)的 3 个品种依次为

延薯 7 号、中薯 1 号和荷兰 2- 12。品质位次居上

(0.51>X>0.49) 的品种有蒙薯 17 和中薯 8 号。品

质位次居中(0.5>X>0.45)的有 4 个品种，分别为中

薯 5 号、克新 18 号、延薯 6 号和克新 21。品质位

次居下(0.45>X>0.4)的有冀张薯 18、春薯 4 号和

克 新 13。延 薯 4 号 和 内 薯 7 号 的 品 质 较 差

(0.4>X)。可见，不同生态区马铃薯品种的营养品

质构成存在着差异。

3 讨 论

马铃薯的淀粉、蛋白质、Vc 等营养物质含量

是重要的品质指标。提高 Vc、淀粉等相关物质的

含量，是品质育种的主要技术指标，同时也为优质

栽培提供参考依据[13- 14]。
同地区不同马铃薯品种在营养成分上都存在

明显差异。从测定结果可以看出，各品种间 Vc、还
原糖和硝酸盐含量变异幅度较大，变异系数分别

达到 28.2%、44.6%和 36.6%，而淀粉、粗蛋白和干

物质含量的变异幅度较小，变异系数为 12.2%、
13.8%和 15.7%。说明可以利用 Vc、还原糖、硝酸

盐含量在品种间的较大变异，通过育种等相关技

术措施提高马铃薯的综合营养品质。
关于蔬菜营养品质的综合评价，目前尚无统

一方法。王绍辉 [12]等和程智慧 [13]等利用隶属函数

值的方法分别评价了萝卜和大蒜的综合营养品

质。刘建辉[15]等采用综合评价指数的方法，评价不

同番茄品种的营养品质。田世龙 [16]等提出利用相

对营养值的方法来评价不同品种的萝卜等蔬菜的

综合营养品质。本研究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

综合评价供试马铃薯品种的营养品质。筛选出综

合品质较好的品种 5 份，包括延薯 7 号、中薯 1
号、荷兰 2- 12、蒙薯 17 和中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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