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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蔗糖合成、转运与块根淀粉积累关系研究
朱艳梅１ꎬ 罗兴录１ꎬ２∗ꎬ 颜国彪１ꎬ 樊吴静１

( １. 广西大学 农学院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５ꎻ ２. 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５ )

摘　 要: 该研究以淀粉含量不同的两个木薯品种(辐选 ０１ 和华南 １２４)为材料ꎬ通过测定各品种不同生育期

叶、茎和根的蔗糖含量及块根淀粉含量ꎬ分析了蔗糖合成、转运和块根淀粉积累过程的相关性ꎮ 结果表明:与
华南 １２４ 相比ꎬ在整个生育期内辐选 ０１ 叶、茎的蔗糖含量均较高ꎬ块根蔗糖含量在块根膨大初期以前高于华

南 １２４ꎬ块根膨大初期以后则相反ꎮ 在木薯的整个生育期ꎬ与辐选 ０１ 相比ꎬ华南 １２４ 的淀粉合成量和淀粉合成

速率均较低ꎮ 叶和茎蔗糖含量的变化规律与淀粉合成速率的变化规律相反ꎬ即块根淀粉积累明显加快时叶和

茎的蔗糖含量略呈下降趋势ꎬ而块根淀粉合成减慢时叶、茎的蔗糖含量又开始上升ꎮ 随着生育期的延后ꎬ块根

蔗糖含量越来越低ꎮ 在块根形成初期ꎬ蔗糖含量最高的组织部位为块根ꎬ其次为茎秆ꎬ最低的是叶片ꎻ而在块

根成熟期时则相反ꎬ即蔗糖含量最高的部位是叶片ꎬ其次为茎杆ꎬ块根的蔗糖含量最小ꎮ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明ꎬ木薯叶片蔗糖含量与块根淀粉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ꎻ茎秆蔗糖含量与块根淀粉积累量呈不显著的正相关ꎻ
块根蔗糖含量与淀粉积累量呈显著的负相关ꎮ 由此可见ꎬ木薯叶、茎和根蔗糖与块根淀粉积累过程密切相关ꎬ
其中叶片合成蔗糖的能力与块根利用蔗糖的能力在淀粉的积累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ꎮ 该研究结果为木薯的

生产选育与高效栽培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关键词: 木薯ꎬ 蔗糖ꎬ 合成ꎬ 分配ꎬ 淀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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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ｉｎ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ｉｎ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ｐｌａｙ ｋｅｙ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ｓｓａｖａꎬ ｓｕｃｒｏｓｅꎬ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木薯作为热带地区主要的块根作物ꎬ抗性强、种
植粗放且产量高、质量好(李宁辉等ꎬ２０１０)ꎮ 目前

主要用作食物消费、生产饲料和工业酒精的原料

(何婷等ꎬ２０１０)ꎮ 世界上木薯产量的 ６５％作为食物

消费(方佳等ꎬ２０１０)ꎬ其食用的国家多处于热带地

区(Ｃｅｂａｌｌ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Ｅｌ￣Ｓｈａｒｋａｗｙꎬ２００６)ꎮ 木薯也

是变性淀粉、有机酸、甘露醇等产品的重要原料之

一ꎬ现已成为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ꎬ
其作为清洁非粮的可再生新兴生物质能源的代表

(伍薇和柯佑鹏ꎬ２０１１)ꎮ 如何提高其产量变得尤为

重要ꎮ 木薯淀粉含量高ꎬ收获主要的部位是块根ꎬ因
此研究块根淀粉积累的特性对提高木薯产量ꎬ推动

我国木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近年来ꎬ相关研究人员对木薯块根淀粉积累的

特性进行了研究ꎮ 罗兴录等(２００８)通过研究不同

木薯品种间的生理差异性及淀粉积累特性ꎬ发现木

薯块根淀粉积累的过程与叶片可溶性蛋白、可溶性

糖、蔗糖、还原糖含量相关联ꎮ 袁圣勇等(２０１３)研

究表明ꎬ木薯块根淀粉积累过程受可溶性糖的影响ꎬ
且高淀粉品种可溶性糖的合成与利用能力强于低淀

粉品种ꎮ 樊宪伟等(２０１４)通过解剖木薯块根结构ꎬ
发现皮层中可溶性总糖的积累量明显高于淀粉储藏

区ꎬ且淀粉含量越高的品种ꎬ其可溶性总糖在皮层与

淀粉存储区中的分配差异越显著ꎬ木薯皮层越厚越

不利于淀粉的积累ꎬ表明块根皮层与淀粉积累密切

相关ꎮ 蔗糖在植物体内光合产物运输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ꎬ叶片蔗糖的积累影响块根运输有机物与块根

中淀粉的合成过程ꎮ 目前ꎬ关于蔗糖含量与淀粉积

累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小麦(李春燕等ꎬ２００７ꎻ李
永庚等ꎬ２００１)、玉米(徐云姬等ꎬ２０１５)等作物上ꎬ而
有关木薯蔗糖合成、转运与块根淀粉积累之间关系

的研究则鲜有报道ꎮ 本研究以淀粉含量不同的木薯

品种辐选 ０１ 和华南 １２４ 为材料ꎬ测定木薯叶、茎和

根在不同生育期的蔗糖含量以及根块淀粉含量ꎬ分
析叶、茎和根蔗糖含量与块根淀粉合成过程的关联

性ꎬ探讨木薯蔗糖合成、转运与块根淀粉积累的特

性ꎬ旨在为木薯生产选育与高效栽培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木薯品种

以木薯品种辐选 ０１(鲜薯淀粉含量 ３２％)和华

南 １２４(ＳＣ１２４ꎬ鲜薯淀粉含量 ２６％)为材料ꎮ 辐选 ０ｌ
是华南 １２４ 辐射诱变后形成的变异种ꎬ经选育后的

高淀粉品种ꎬ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块根淀粉含量ꎮ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基地位于广西大学农学院农场ꎬ试验地经

拖拉机翻整ꎬ耙碎ꎮ ２ 个木薯品种相间种植ꎬ３ 次重

复ꎬ小区面积为 ３３ ｍ２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种ꎬ种
植规格为 １００ ｃｍ × ８０ ｃｍꎮ 下种前每公顷施用复合

肥(Ｎ￣Ｐ ２Ｏ５￣Ｋ２Ｏ)２２５ ｋｇ 和有机肥 １５ ０００ ｋｇ 作为基

肥ꎮ 植后 ６０ ｄ 开始追肥ꎬ每公顷追施复合肥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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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ꎬＣＯ(ＮＨ２) ２１５０ ｋｇꎬＫＣｌ １１２.５ ｋｇꎬ其他田间栽培

管理与常规相同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收获木薯ꎮ
１.３ 取样时间与方法

样品分木薯块根形成初期、块根形成中期、块根

膨大初期、块根膨大中期以及块根成熟期 ５ 个生育

期采集ꎬ分别对应的具体时间为 ６ 月 ２２ 号、７ 月 ２０
号、８ 月 １６ 号、９ 月 １７ 号及 １２ 月 ７ 号ꎮ 具体时间为

当天的上午 ８:００－１０:００ 之间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木薯叶片、茎秆与块根进行采集ꎬ叶片的取样部位为

上部第四片功能叶ꎬ茎杆则为生长点以下 １０~２０ ｃｍ
之间ꎬ块根为中部部位ꎮ 采完鲜样后ꎬ随机取其中的

一部分称其重量ꎬ７５ ℃ 左右烘干(先在 １０５ ℃ꎬ３０
ｍｉｎ 的条件下杀青)ꎬ记录烘干样品的重量ꎬ然后粉

碎过筛(１００ 目)后ꎬ便可测定相关生化指标ꎮ
１.４ 测定指标与方法

叶、茎和根的蔗糖与块根总淀粉的含量测定采

用蒽酮比色法进行(上海植物生理学会ꎬ１９８５)ꎮ 每

个样品做 ３ 次重复试验ꎬ求取均值ꎬ即为样品的测量

值ꎮ 淀粉积累速率的计算方法为根据单位鲜样(根
据干样与鲜样的比重求得)淀粉积累量与块根形成

初期(植后 ４０~６０ ｄ)后具体天数的关系求得ꎮ
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件处理数据ꎬ利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软件分析测定指标的差异性和相关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生育期木薯叶片蔗糖含量的变化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木薯叶片蔗糖含量变化规律大

致相同ꎬ均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曲线ꎬ两者

的叶片蔗糖含量变化在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以
前均先增加后下降ꎬ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以后

均逐渐上升ꎮ 这说明木薯叶片向茎秆转运蔗糖的量

先是减少ꎬ以至于叶片蔗糖的积累量增加ꎬ到块根形

成中期(７ 月 ２０ 日)以后则相反ꎬ因此叶片蔗糖的积

累量开始下降ꎬ但从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以后

叶片向茎秆转运蔗糖的量又开始下降ꎬ因此叶片蔗糖

积累量又逐渐增加ꎮ 辐选 ０１ 在各生育期叶片蔗糖合

成量均明显高于华南 １２４ꎬ可能是淀粉含量高的木薯

品种叶片蔗糖合成能力强于低淀粉木薯品种ꎮ
２.２ 不同生育期木薯茎秆蔗糖含量的变化

木薯的茎秆在光合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ꎬ主要

转运叶片合成的有机物到块根中ꎮ 由图 ２ 可知ꎬ木
薯茎秆蔗糖积累量变化为“下降—上升”的变化曲

图 １　 不同生育时期木薯叶片蔗糖含量变化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ｅａ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图 ２　 不同生育期木薯茎秆蔗糖含量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线ꎬ在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前不断下降ꎬ并在

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达到最低ꎬ而后均开始上

升ꎮ 可见茎秆向块根转运蔗糖的量先是不断增加ꎬ
以至于茎秆蔗糖的积累量下降ꎬ从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开始ꎬ茎秆向块根转运的蔗糖比叶片向茎

秆转运的蔗糖少ꎬ因此茎秆蔗糖含量不断增加ꎮ 与

辐选 ０１ 相比ꎬ华南 １２４ 在各生育期的茎秆蔗糖合成

量均较低ꎬ说明辐选 ０１ 叶片转运至茎秆的蔗糖多于

华南 １２４ꎬ可能是淀粉含量高的木薯品种转运蔗糖

能力强于低淀粉木薯品种ꎮ
２.３ 不同生育期木薯块根蔗糖含量的变化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２ 个木薯品种的块根蔗糖含

量在整个生育期均呈下降趋势ꎬ说明木薯块根在合

成淀粉的过程中ꎬ不断地利用蔗糖来积累淀粉ꎬ因此

４９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蔗糖的积累量不断下降ꎮ 在块根膨大初期(８ 月 １６
日)以后ꎬ块根蔗糖积累量的下降速率增大ꎬ可见块

根膨大期以后块根利用蔗糖的能力加强ꎮ 在整个生

育过程中ꎬ华南 １２４ 块根蔗糖的积累量先是较辐选

０１ 低ꎬ而在块根膨大中期以后则相反ꎬ说明华南 １２４
块根在生育前中期蔗糖利用能力强于辐选 ０１ꎬ而在

生育后期则低于辐选 ０１ꎮ

图 ３　 不同生育期木薯块根蔗糖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４ 不同生育期木薯块根淀粉积累量及积累速率的

变化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木薯块根淀粉合成量的变化

曲线不断上升ꎬ成熟期时为峰顶ꎬ在整个生育期中ꎬ
辐选 ０１ 的淀粉合成量较华南 １２４ 高ꎬ且随着生育期

的延后差别更大ꎮ 从图 ５ 可以看出ꎬ木薯的块根淀

粉积累速率大致相同ꎬ均为“上升—下降”的变化曲

线ꎮ 从块根形成初期到块根膨大初期ꎬ块根淀粉积

累的速率急剧上升ꎬ在块根膨大初期达峰值说明该

时期块根合成淀粉的量大大增加ꎬ而之后块根淀粉

积累的速率大幅度下降ꎬ块根缓慢地积累淀粉ꎮ 与

华南 １２４ 相比ꎬ辐选 ０１ 在整个生育期的块根淀粉合

成速率均较大ꎬ以至于辐选 ０１ 的淀粉含量比华南

１２４ 高ꎬ且越到后期差别越大ꎮ
综合图 １、图 ２ 及图 ３ꎬ在块根形成初期(６ 月 ２２

日)时ꎬ２ 个木薯品种不同部位蔗糖积累量的大小关

系均为叶片<茎秆<块根ꎬ而在成熟期(１２ 月 ７ 日)
时ꎬ蔗糖积累量的大小关系则为叶片>茎秆>块根ꎮ
结合图 １－４ 可知ꎬ随生育期的延后ꎬ块根蔗糖含量

越来越低ꎬ而叶和茎蔗糖含量的变化趋势则与淀粉

积累速率的变化趋势相反ꎬ即生育前期叶和茎的蔗

图 ４　 不同生育期木薯块根鲜样淀粉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ｅｓｈ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图 ５　 不同生育期木薯块根鲜样淀粉积累速率变化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糖含量略下降时块根淀粉积累速率明显增大ꎬ而在

生育后期叶和茎的蔗糖含量上升时淀粉积累速率反

而下降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后期块根淀粉积累速率在

叶和茎蔗糖含量高(“源”充足)时大幅度降低ꎬ其原

因可能为库限制或流限制ꎬ由于特殊情况(诸如倒

伏或病虫害)才导致流限制的发生(官春云ꎬ２０１１)ꎬ
故不考虑流限制ꎬ因此本研究对木薯淀粉积累量有

影响的主要是库限制ꎮ
２.５ 木薯叶、茎、根蔗糖含量与块根淀粉积累相关性

分析

由表 １ 可知ꎬ辐选 ０１ 和华南 １２４ 的叶片蔗糖含

量与块根淀粉积累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相关系

数分别 ｒ＝ ０.８０８∗、０.７５０∗∗ꎬ由于叶片的蔗糖是经

茎秆转运至块根部位ꎬ因此叶片中蔗糖含量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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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影响茎秆中蔗糖的含量ꎬ进而影响块根合成

淀粉的积累量ꎮ 两木薯品种的块根淀粉积累量与茎

秆蔗糖含量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说明茎秆蔗糖

含量与块根淀粉积累量的关系较为密切ꎮ 辐选 ０１
与华南 １２４ 的块根蔗糖含量与淀粉积累量呈负相关

关系ꎬ分别达显著、极其显著水平ꎮ 说明块根蔗糖的

积累量越大ꎬ其利用蔗糖合成淀粉的能力则越弱ꎮ
从表 １ 还可以看出ꎬ辐选 ０１ 叶、茎秆蔗糖含量与块

根淀粉积累量的正相关系数均大于华南 １２４ꎬ且根

蔗糖含量与淀粉积累量的负相关系数小于华南

１２４ꎬ说明辐选 ０１ 叶片合成蔗糖ꎬ再转运至茎秆的能

力以及块根利用蔗糖的能力均强于华南 １２４ꎮ

表 １　 木薯叶、茎、根蔗糖含量与块根淀粉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ｉｎ ｌｅａｆꎬ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项目
Ｉｔｅｍ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叶蔗糖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ｏｆ ｌｅａｆ

茎蔗糖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ｏｆ ｓｔｅｍ

块根蔗糖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ｏｆ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块根总淀粉
Ｒｏｏｔ’ｓ ｓｔａｒｃｈ

辐选 ０１
Ｆｕｘｕａｎ ０１

０.６７５∗ ０.４９７ －０.８０１∗

华南 １２４
ＳＣ １２４

０.６５６∗ ０.４５０ －０.９４７∗∗

　 注: ∗代表相关性显著(Ｐ<０.０５)ꎬ∗∗代表相关性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Ｎｏｔ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Ｐ < ０. ０５ )ꎬ ∗ ∗.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１) .

３　 讨论与结论

木薯块根淀粉的合成与积累是块根发育的主要

过程ꎬ其合成淀粉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块根淀粉含量

的高低ꎬ而且在源与库之间ꎬ碳水化合物的分配在块

根积累淀粉的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闵义等ꎬ
２０１０)ꎮ 蔗糖是光合作用代谢产物的主要运输物

质ꎬ其合成部位为成熟叶片(源)ꎬ之后通过茎秆运

输到其它组织部位(库)中ꎬ参与植物生长发育和新

陈代谢的生命过程 (牛俊奇等ꎬ２０１５ꎻ戚继艳等ꎬ
２００７)ꎬ且蔗糖裂解产生的碳架不仅是植物种子发

育过程中的能量来源ꎬ也是植物体内有机物(蛋白

质、脂肪、淀粉)合成所需的主要原料之一(Ｆａｒｒ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ꎻ崔光军等ꎬ２０１０)ꎮ 因此ꎬ木薯块根淀粉的

合成过程受蔗糖含量的影响ꎮ 在本研究中ꎬ辐选 ０１
叶片、茎秆的蔗糖含量在整个生育期均高于华南

１２４ꎬ说明在整个生育期内淀粉含量高的木薯品种叶

片合成蔗糖能力与茎秆转运蔗糖能力均强于淀粉含

量低的木薯品种ꎮ 但陈会鲜等(２０１４)的研究表明ꎬ
华南 １２４ 的叶片、茎秆蔗糖含量在块根形成中期以

前均高于辐选 ０１ꎬ之后则相反ꎬ与本研究的结果不

太一致ꎬ可能是由于木薯的种植环境、施用肥料等因

素不同促使木薯叶片合成蔗糖及茎秆运转蔗糖的能

力不同ꎬ这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ꎮ 与辐选 ０１ 相比ꎬ
华南 １２４ 块根在块根膨大初期以前蔗糖较低ꎬ而在

块根膨大初期以后则相反ꎬ说明在块根膨大初期以

前华南 １２４ 块根利用蔗糖的能力较强ꎬ而之后则弱

于辐选 ０１ꎮ 华南 １２４ 块根淀粉积累量及淀粉积累

的速率均不如辐选 ０１ 大ꎬ可见辐选 ０１ 有更强积累

淀粉的能力ꎬ因此淀粉含量也相对较高ꎮ
植物体内源、库、流三者在生命代谢活动中的平

衡发展状况影响着作物产量的高低ꎮ 源主要为制造

或供应光合产物的组织部位ꎬ 库则是接受或利用光

合产物的器官(Ｙｏｓｈｉｄａꎬ１９７２)ꎮ 木薯叶片进行光合

作用ꎬ制造有机物ꎬ故叶片是主要的源ꎬ而块根接收

同化物合成淀粉ꎬ是光合产物的贮藏库或代谢库ꎮ
本研究在木薯生育后期叶茎蔗糖含量充足即块根淀

粉积累“源”充足的情况下ꎬ块根蔗糖含量反而下

降ꎬ且淀粉的积累量及积累速率均呈下降趋势ꎬ说明

是库或流限制的原因引起后期块根淀粉合成量及合

成速率降低ꎮ 在本研究中ꎬ采样所选取的木薯均为

健壮无倒伏ꎬ病虫害较少ꎬ具有代表性的植株ꎬ故影

响木薯淀粉产量下降的主因是库限制而非流限制ꎬ
这在袁圣勇等(２０１３)的研究中得到验证ꎮ

相关关系分析表明ꎬ无论是淀粉含量高的辐选

０１ 还是淀粉含量低的华南 １２４ꎬ其叶片与茎秆蔗糖

含量均与块根淀粉含量呈正相关关系ꎬ这与罗兴录

等(２００６)的研究结果相类似ꎬ其中ꎬ叶片蔗糖含量

与块根淀粉积累量的相关性显著ꎬ而茎秆蔗糖与块

根淀粉积累量的相关性不显著ꎮ 由此可见ꎬ叶片蔗

糖的合成与块根淀粉的积累过程密切相关ꎬ它是保

证块根淀粉积累“源”充足的关键ꎬ叶片蔗糖合成能

力越强ꎬ茎秆才能转运更多的蔗糖至块根参与淀粉

的积累过程ꎬ从而合成更多的淀粉ꎮ 辐选 ０１ 块根蔗

糖积含量与淀粉积累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ꎬ而辐选

０１ 块根蔗糖积含量与淀粉积累量呈极其显著负相

关关系ꎬ说明在淀粉合成过程中ꎬ块根蔗糖的利用能

力也起关键作用ꎬ块根蔗糖含量越多ꎬ其利用蔗糖的

能力则越弱ꎬ因此淀粉的积累量相对也越少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木薯叶、茎和根蔗糖与块根淀

６９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粉积累过程密切相关ꎬ其中影响淀粉合成的关键因

素为叶片合成蔗糖的能力与块根利用蔗糖的能力ꎮ
就木薯整个生长发育过程而言ꎬ在淀粉积累的重要

时期叶片蔗糖合成能力与块根利用蔗糖能力越强ꎬ
块根淀粉的合成量也就越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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