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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10个糖用甜菜品种品质试验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品种间有害物质含量有极显著差异，因此，若为增加农

民收入，建议选择产量较高的品种，如“阿迈斯”、“KWS7156”、“HI0479”、“SD12826”、“KWS0149”、“普瑞宝”、“KWS3418”
等品种；若为增加制糖企业效益，建议选择有害物质含量低、矫正产糖量高的品种，如“阿迈斯”、“普瑞宝”、“KWS3418”、
“KWS7156”等品种。由于有害物质含量直接影响蔗糖的回收率，所以无论是引进国外甜菜品种，还是国内培育甜菜品

种，不仅要注重块根产量和含糖率性状，更应注重有害物质含量选择，以筛选或培育出性状优异的甜菜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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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ults of 10 sugar beet varieties were analyze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were ver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content of harmful substances among varieties. Therefore,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it was rec⁃
ommended to choose higher yield varieties, such as“Amass”,“KWS7156”,“HI0479”,“SD12826”,“KWS0149”,“Pu⁃
ri treasure”,“KWS3418”, etc. For the increase of sugar enterprise’s benefit, it was recommended to choose varieties
with less harmful content and more calibrated sugar content, such as“Amass”,“Puri treasure”,“KWS3418”,
“KWS7156”, etc. Due to the content of harmful substances directly affects the recovery rate of sucrose, so to screen
or breed new varieties of sugar beet with excellent characters, no matter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oreign sugar beet
varieties or domestic breeding of sugar beet variety, we need not only to focus on the root yield and sugar yield traits,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of harmful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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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用甜菜是制糖工业的主要原料之一，选择根

产量高、含糖率稳定、工艺有害物质低的糖用甜菜

品种是提高单位面积产糖量、增加制糖工业企业效

益的有效途径。蔗糖的提炼受到甜菜块根中多种

化学物质的制约。现代双碳酸法制糖工艺中，影响

蔗糖结晶的含氮物质主要是氨基酸、有机碱和硝酸

盐，即所谓的“有害氮”，而有害氮中则以氨基氮

（AmN）为主。影响蔗糖结晶的灰分主要是钾和

钠 [1]。在成熟的甜菜块根中 K的含量一般在 0.2%
（5.12 mmol/100 g 块根）左右，Na 的含量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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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74 mmol/100 g块根）左右，AmN的含量一

般在 0.06%（4.28 mmol/100 g块根）左右 [2]。据报

道，气候条件和栽培措施对品质性状的影响较

大，分别为 48%和 36%，遗传型决定品质性状较

小，仅占 16%。尽管如此，在相近条件下继续改善

栽培技术受到限制时，育种措施在提高甜菜品质

方面仍是很重要的 [3]。

本试验收集国内目前应用较大的糖用甜菜品

种，开展了品质比较试验研究，通过对各品种有

害物质的检测与分析，筛选综合性状好、产糖量

高、有害物质含量低的优异品种，供制糖加工企

业选择糖用甜菜品种时参考。

1 试验设计

1.1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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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说明有害物质含量差异不是来源于品种以外的因

素。品种间有害物质含量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说

明品种间的有害物质含量有很大差异。

2.2 矫正含糖率分析

由于甜菜块根中的有害物质影响蔗糖的提

取，所以用德国人提出的 Reinfeld公式计算矫正

含糖率，以测算块根中可能提炼的蔗糖百分

数 [2]。式中单位为mmol/100 g块根。

矫正含糖率＝含糖率－ [0.343（K + Na）+
0.094AmN+0.29]

表 2 甜菜块根中工艺有害物质含量方差分析表

变异

来源

区组间

品种间

误差

总变异

DF

2
9
18
29

F
K含量

2.36
12.48**

Na含量

0.34
301.43**

AmN含量

0.11
19.2**

F0.05

3.55
2.46

F0.01

6.01
3.6

糖用甜菜品种 10个，分别是“KWS3418”、“普

瑞宝”、“新甜 12号”、“SD21816”、“HI0479”、“甜

单 304”、“阿迈斯”、“SD12826”、“KWS0149”、
“KWS7156”。
1.2 试验地点与条件

试验于 2014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

太平庄村进行，前茬玉米，施用底肥（施用纯量比

例为：N∶P2O5∶K2O=13%∶19%∶13%）750 kg/hm2，试

验田间管理采用普通的大田管理方式。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

区长 10 m，4行区，株距 25 cm，垄距 65 cm，小区面

积 26 m2，理论保苗 160株。

1.4 测量项目

收获期测定小区根产量、含糖率及有害物质含

量。收获时按标准进行取样切削，测定根产量，并运

回实验室，按“糖料甜菜试验方法GB 10497-89”规
定的方法进行含糖率及有害物质含量的测定。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阿迈斯”、“KWS7156”、
“HI0479”、“SD12826”、“KWS0149”、“普瑞宝”、

“KWS3418”的 根 产 量 超 过 了 5000 kg/667 m2；

“KWS3418”、“新甜 12号”、“阿迈斯”、“普瑞宝”、

“甜单 304”含糖率超过了 13%；除“甜单 304”、
“KWS3418”K含量高于一般水平外，其他含量均较

低 ；所 有 品 种 Na 含 量 均 低 于 一 般 水 平 ；除

“KWS3418”、“HI0479”AmN含量低于一般水平外，

其他品种均较高。

表 1 甜菜品种产量、含糖率、工艺有害物质含量表

品种名称

KWS3418
普瑞宝

新甜 12号
SD21816
HI0479
甜单 304
阿迈斯

SD12826
KWS0149
KWS7156

根产量

（kg/667 m2）

5140.43
5337.02
4535.27
4658.35
5453.26
4723.31
5605.41
5453.26
5446.43
5569.51

含糖率

（%）
13.99
13.50
13.76
12.33
12.22
13.28
13.59
11.77
12.04
12.52

K含量

（mmol/100 g）
5.16
4.50
4.97
4.51
4.26
5.63
4.57
4.05
4.62
3.97

Na含量

（mmol/100 g）
1.03
1.15
1.12
1.27
1.68
1.48
1.29
1.48
1.37
1.20

K+Na含量

（mmol/100 g）
6.19
5.65
6.09
5.78
5.94
7.11
5.86
5.53
5.99
5.17

AmN含量

（mmol/100 g）
3.98
4.51
4.50
5.66
3.85
5.47
4.34
4.30
4.92
4.26

表 3 甜菜块根中矫正含糖率（可回收糖率）表

品种名称

KWS3418
普瑞宝

新甜 12号
SD21816

含糖率（%）
13.99
13.50
13.76
12.33

矫正含糖率（%）
11.20
10.85
10.96
9.53

糖回收率（%）
80.08
80.36
79.64
77.25

产糖量（kg/667 m2）

719.15
720.50
624.05
574.37

矫正后产糖量（kg/667 m2）

575.87
578.97
496.98
4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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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KWS7156”虽然含糖率相对

较低，但糖回收率最高，达 80.32%；“甜菜单 304”含
糖率相对较高，但糖回收率最低，为 75.58%。因此，

矫正后产糖量直接受有害物质含量的影响，超过

550 kg/667 m2的品种仅 4个，分别为“阿迈斯”、“普

瑞宝”、“KWS3418”、“KWS7156”。
3 结论与讨论

3.1 由于有害物质含量直接影响蔗糖的回收率，

所以无论是引进国外甜菜品种，还是国内培育甜

菜品种，不仅要注重块根产量和含糖率性状，更

应注重有害物质含量选择，以筛选或培育出性状

优异的甜菜新品种。

3.2 本试验结果表明：若为增加农民收入，应选

择产量较高的品种，如“阿迈斯”、“KWS7156”、
“HI0479”、“SD12826”、“KWS0149”、“普瑞宝”、

“KWS3418”等品种；若为增加制糖企业效益，建

议选择有害物质含量低、矫正产糖量高的品种，

如“阿迈斯”、“普瑞宝”、“KWS3418”、“KWS7156”
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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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品种名称

HI0479
甜单 304
阿迈斯

SD12826
KWS0149
KWS7156

含糖率（%）
12.22
13.28
13.59
11.77
12.04
12.52

矫正含糖率（%）
9.53
10.04
10.88
9.18
9.23
10.06

糖回收率（%）
77.99
75.58
80.07
77.99
76.69
80.32

产糖量（kg/667 m2）

666.39
627.26
761.78
641.85
655.75
697.30

矫正后产糖量（kg/667 m2）

519.73
474.08
609.98
500.56
502.87
5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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