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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Plant Dens ities on Tuberization of Pota to Minitu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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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llege of Agriculture , J iangxi Agricultura l Univers ity, Nanchang, J iangxi 330045, China;
2.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Hunan Agricultura l Unicers 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

Abs tract: Three plant dens ities viz. 130, 225, and 400 plantle ts in vitro transplanted per square meter were des igned
to inves tigate the tuberization of potato minitubers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tubers and total production
were increased as the increase of dens ity. More numbers of tubers and higher yield could be gained from 400 plantle ts in
vitro transplanted per square meter and the number of large-medium tubers , medium-small tubers and small tubers were
178, 475, and 394 per square meter,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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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讨试管苗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微型薯的影响，本试验设计了 3 个种植密度，即每平方米

130 株、225 株及 400 株。结果表明：随种植密度的增加，总块茎数和总产量逐渐上升。每平方米 400 株是 3 种密

度中的最佳栽培密度，获得块茎数多，产量最高，且中大薯、中小薯和小薯块茎数分别达到每平方米 178 个、475
个及 39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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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苗不同种植密度对马铃薯微型薯的影响———肖旭峰，刘明月

在脱毒马铃薯微型薯的生产中，脱毒试管苗种

植密度是影响微型薯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之一。
密度大小影响养分的吸收、光照指数等，从而影

响微型薯生长及结薯数量与薯重[1]。种植密度对块

茎数量及块茎大小的影响已被许多研究证明 [2-3]。
为了探讨在不同的种植密度下块茎生长发育及块

茎大小分布的基本特性，本文研究了多个密度对

微型薯生产影响，为控制块茎大小和提高繁殖系

数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由湖南农业大学细胞工程实验室培养的脱毒试

管苗，品种为大西洋。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计了 3 个不同的密度，分别为每平方

米 130 株（A）、225 株（B）、400 株（C）。每平方米130
株的株行距为 7.70 cm × 10.00 cm；225 株的株行距为

6.67cm×6.67cm；400 株的株行距为 5.00 cm × 5.00 cm。
于 2004 年 10 月 10日将试管苗移栽入湖南农业大学

蔬菜试验基地大棚内， 2005 年 1 月 5 日收获。
1.3 试验方法

本试验采用无土基质栽培马铃薯脱毒苗，每处

理重复 4 次，采用微型薯生产的常规管理。中途对

各处理喷施 300 mg·L-1 烯效唑抑制马铃薯脱毒苗地

上部分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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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Treatment

单株薯数（No.）
Tuber number

per plant

每平米块茎数（No.）
Tuber number

per square meter

A

B

C

3.79

3.56

2.85

493

801

1142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

b

a

B

AB

A

0.05 0.01

表 1 不同密度间微型薯块茎数的差异显著性比较（SSR）
Table 1 The multiple comparison of minituber

number for different plant densities

处理
Treatment

大薯数
Large tuber

中大薯数
Large-medium

tuber

中小薯
Medium-small

tuber

小薯数
Small tuber

A

B

C

110.0

107.5

95.0

99.0

168.0

178.0

212.5

324.5

474.5

71.5

201.0

394.0

表 2 不同密度间不同大小薯块数的分布（个）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minituber size for
different plant densities（No.）

块
茎

大
小

分
布

比
例

（
%）

Di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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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io
n
of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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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薯 Large-medium tuber

中小薯 Mediu-small tuber

小薯 Small tuber

A B C
处理 Treatment

大薯 Larg 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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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4 数据处理

收获时统计微型薯的块茎数、块茎大小及其产

量指标。块茎大小分为 4 级：大于（或等于）5 g 为大

薯，3~5 g（含 3 g）为中大薯，1~3 g（含 1 g）的为中

小薯，小于 1 g 为小薯[4]。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密度对结薯数的影响

2.1.1 单位面积苗数对块茎数的影响

每平方米 130 株处理的单株平均块茎数大于其

它两个处理（表 1），各处理的单株块茎数的平均值

之间无显著差异，但总趋势是随着密度增加，单株

平均结薯减少。而处理 C 与处理 A 的总块茎数之

间存在着极显著差异，单位面积上的块茎数随着苗

数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在微型薯生产中适当密植是

增加产薯数量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与董玲等 [5]研究

的结果相同。
2.1.2 单位面积苗数对不同大小薯块数的影响

从每个处理结薯总块茎数来看，中大薯、中小

薯和小薯的块茎个数随着密度的增大而逐渐增大，

大薯则相反（表 2）。此外，中小薯和小薯的变化差

异较大，而大薯和中大薯变化的差异则相对较小。
2.2 不同种植密度对结薯重的影响

2.2.1 单位面积苗数与块茎大小分布

从图 1 可知，大薯占总重量的百分率随单位面

积苗数增加而减少，3 个密度的中大薯比例比较相

近，而中小薯、小薯占总块茎重的百分率则随密度

的增加而上升。其中处理 A 的大薯、中大薯、中小

薯和小薯的块茎平均重均略微大于其它两处理；处

理 C 除中小薯稍小些外，其余各级薯块的平均重均

大于处理 B（表 3）。
2.2.2 单位面积苗数对单株块茎重、单块茎重与总

产量的影响

随种植密度增加，种薯的产量表现出增产趋势。
处理 A 与处理 C 的总块茎重之间甚至存在极显著差

异。回归分析表明：随种植密度增大，种薯产量的

增加幅度却逐渐变小，这可能是由于随密度增加，

叶面积也逐渐增长，相互遮荫，影响通风透光，降

低光合作用效率而导致产量变幅减小的缘故，这与

凌永胜等[ 6 ]的结论相同。

图 1 种植密度与块茎大小比例分布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ion density and tuber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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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收获后，单株块茎重和单块茎重多重

比较结果见表 4。3 个不同密度间的单株块茎重平

均值相互间存在着极显著差异，而单块茎重无显

著差异；而从总产量看，处理 C 和处理 A 间差异

极显著，处理 B 与处理 A、处理 C 间均存在显著

差异。

3 讨 论

3.1 种植密度与结薯数的相关性

密度影响养分的吸收，影响光照指数，从而

影响生长及结薯数与结薯重的关系。本试验中每

平方米 400 株的种植密度获得的微型薯块茎数最

多，种植密度增加，高密度群体的单位面积块茎

数明显高于低密度群体，这表明增加种植密度是

获得更多块茎的有效途径。随着密度的增加，中

大薯、中小薯和小薯的块茎个数随着密度的增大

而逐渐增大，大薯则逐渐减少。5.0 g 的脱毒微型

薯虽然产量较高，但其种薯需要量较大，因此加

大了繁殖原种的成本。当各处理中大薯、中小薯

和小薯产量接近时，从繁殖倍数、种植投入和种

薯的成本等多因素考虑看，一般优先选择的次序

为小薯、中小薯、中大薯[7]。
3.2 种植密度与结薯重的相关性

试验中每平方米种植 400 株的密度能得到中大

薯、中小薯及小薯产量高的优质微型薯，因此该

密度是比较试验中的最佳栽培密度。前人的研究

结果也表明，随群体密度的增加，块茎的数量及

比例也随之增加，其结果是导致块茎平均重量降

低[8]。由此可见，单位面积上的块茎数是影响块茎

大小的主要原因。从试验结果直观看，产量水平

以低密度的产量最低，随着种植密度的加大，产

量逐渐升高，但上升的幅度渐渐变小，当密植到

一定程度时，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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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密度对微型薯各级块茎结薯重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plant density on the average weight of minituber in various grades

处 理
Treatment

大薯平均重（g）
Average weight
of large tuber

中大薯平均重（g）
Average weight of
large medium tuber

中小薯平均重（g）
Average weight of
medium small tuber

小薯平均重（g）
Average weight
of small tuber

A

B

C

7.18

6.70

7.13

3.76

3.48

3.57

1.85

1.74

1.70

0.56

0.53

0.55

处 理

Treatment
单薯重（g）
Tuber weight

单株薯重（g）
Tuber yield per plant

A

B

C

3.24

2.47

2.04

12.28

8.79

5.84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

b

c

A

B

C

0.05 0.01

1595.75

1977.50

2335.00

总产量（g）
Total yield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

b

a

B

AB

A

0.05 0.01

表 4 不同密度间微型薯结薯重量的差异显著性比较（SSR 检测）

Table 4 The multiple comparison of minituber weight and yield for different plant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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