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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 , 而且调种路途远 , 温差大 , 运输时间长 ,

易导致种薯烂薯[3]。

本试验选用的 6 个马铃薯品种, 均为北方一作

区有一定面积的、淀粉含量较高的品种, 在哈尔滨

种植的结果表明 , 延 97- 8 和克 新 12 号的单株 产

量最多 , 淀粉含量最高 , 但单株商品薯产量最少 ,

结薯较琐碎, 这与二者的高淀粉含量有关, 因为单

株块茎数是决定高淀粉品种的产量主要因素。而晋

薯11 号、陇薯 3 号、坝薯 8 号和尤金的单株产量

较少, 淀粉含量都低于前两个品种且品种间差异不

显著 , 但商品薯较多 , 源于这些品种本身的特性 ,

多为高产大块茎类型。

种薯来源的 4 个地点分属于北方一作区的不同

区域 , 从地区间的引种效 应来看 , 产量 差异不显

著 , 但从青海地区引入的马铃薯种薯在产量上要略

高于其它来源的种薯, 其次是河北坝上, 产量偏低

的是来源于辽宁本溪和吉林延吉的种薯。比重表现

由高到低依次为来源于河北坝上、辽宁本溪、青海

西宁和吉林延吉的种薯, 可能的原因是河北坝上为

气候冷凉的地区, 辽宁本溪为具有一定小气候的冷

凉山区, 在比重这一性状上均有一定的引种效应。

同为种薯生产的区域, 黑龙江生产的种薯每年

大量调运到全国各地, 其种薯的增产效果无疑是明

显的。本试验的结果初步显示, 其它生态区域的种

薯引种到本地, 增产效果并不显著。因此, 在生产

上进行跨区域引种之前, 一定要小范围试种拟引品

种 , 若适应性较好 , 再参加当地的品种区域试验 ,

获得合法应用的许可后, 再在本区域内或具有明显

引种效应的区域进行种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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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 西吉县马铃薯研 究所马铃薯 脱毒试

管苗的种质保存虽然采用过多种简单的做法 , 但

都不太理想 , 种质保存时间最长的也超不过 8 个

月 , 往往给生产带来一定的不便。中国 农科院连

勇[1]提出 , 脱毒马铃薯试管苗的保存 , 是用维持最

低生长速度来实现的 , 种 质试管苗经 一定时间保

存, 需要时即可繁殖。使试管苗生长缓慢或几乎不

生长的方法很多, 大体可分两种: 一是在培养基里

加入植物生长延缓剂或抑制剂; 另一个是低温控制

其生长条件或改变培养器中空气成分等。鉴于上述

情况, 既在培养基里加入植物生长延缓剂( B9) , 又

在控制生长条件的情况下做本试验, 旨在达到预期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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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MS 培养基里加入 50 mg·L-1 植物生长延缓剂( B9) , 每天在恒定低温 10℃, 光照强度 1 000 lx, 光照时

间 5 h 的条件下进行种质保苗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上述培养条件能使马铃薯脱毒试管苗种质保存 2 年, 其成活率在

80%左右, 是该所目前种苗保存期限最长, 种质损伤最小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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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青薯 168、陇薯 3 号、大西洋、斯诺登、宁薯

9号、抗疫白、宁薯 4 号等马铃薯脱毒试管苗 ; MS

培养基; 自控培养室; 自控制冷室。

1.2 试验方法

2005 年 4 月 5 日, 在 MS 培养基里分别加入①

50 mg·L- 1 B9、②45 mg·L- 1 B9、③40 mg·L- 1 B9、④

35 mg·L- 1 B9、⑤30 mg·L- 1 B9、⑥25 mg·L- 1 B9, 分

别灌装 60 瓶( 小罐头瓶) , 经高压灭菌后 , 移至无

菌室 2~3 d 后, 按操作规程接种, 然后移到自控培

养室培养, 培养室白天温度控制在 25℃, 夜晚控制

在18℃, 光照强度 每天控制在2 000~3 000 lx, 每

天光照时间为16 h; 在培养室培养 7 d, 也就是接

种苗长到1~1.5 cm 时 , 将无 感染苗瓶移 至自控制

冷室进行种质保存。

处理浓度在 25～35 mg·L- 1 的 B9, 如果白天 温

度控制在 21℃, 夜晚控制在16℃, 光照强度每天控

制 在2 000~2 500 lx, 光 照 时 间 每 天 控 制 在 12 h,

是壮苗的最好浓度, 而且以25 mg·L- 1 的 B9 浓度为

最佳[2]。而处理浓度在 40～50 mg·L- 1 的 B9, 对缩短

植株节间长度或几乎停止生长控制效果特好。在恒

定低温10℃, 光照强度1 000 lx, 光照时间5 h, 制

冷 室 保 存 35 d 的 环 境 下 , 各 植 株 生 长 情 况 : 50

mg·L- 1 的 B9, 叶片多且小 , 节间急剧缩短 , 茎秆

特 粗 壮 , 叶 色 深 绿 ; 45 mg·L- 1 的 B9, 叶 片 多 且

小 , 节间缩短度大 , 茎秆特粗壮 , 叶色深绿 ; 40

mg·L- 1 的 B9, 叶片较多且小 , 节间缩短 , 茎秆特

粗壮, 叶色深绿; 35 mg·L- 1 的 B9, 叶片较多 , 节

间缩短度小, 茎秆粗壮, 叶色深绿; 30 mg·L- 1 的

B9, 叶片 生长适中 , 节 间 长 度 适 中 , 茎 秆 直 立 粗

壮 , 叶色深 绿 ; 25 mg·L- 1 的 B9, 叶 片 生 长 一 般 ,

节间长度可以, 茎秆直立粗壮, 叶色深绿。各个处

理各个品种的生长情况基本上符合所控目的, 而且

长势以浓度为 25～35 mg·L- 1 的B9 为最好。

1.3 保存方法

第 1 d 将自控制冷室的温度调到接近自控培养

室的 温度 , 即白天 18℃, 夜晚13℃, 每 天 光 照12

h, 光照强度 2 000 lx, 然后将培 养 7 d 的接种茎

段从培养室移到制冷室进行培养 2 d。

第 3 d 将制冷室 的 温 度 调 到 白 天 17℃, 夜 晚

12℃, 每天光照 10 h, 光照强度1 800 lx。依次类

推, 直到第 9 d 将制冷室的温度调到恒定低温即白

天10℃, 夜晚 10℃, 光照强度1 000 lx, 光照时间

5 h, 随后在培养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长期培养。

2 结 果

从 2005 年 4 月 5 日到 2007 年 4 月 5 日马铃薯

脱毒试管苗种质保存整 2 年时间, 在每天恒定低温

10℃, 光照强度是1 000 lx, 光照时间是5 h 的条件

下 , 马铃薯脱毒苗种质保存结果为 : 50 mg·L- 1 的

B9 可利用率 80%, 叶片皱缩严重 , 节间缩短簇生

严重 , 叶色深绿, 根部有黄芽, 生长点存活率高;

45 mg·L- 1 的 B9 可利用率 65%, 叶片皱缩严重 , 叶

色深绿, 节间缩短簇生, 根部有少量黄芽, 生长点

部分有死亡; 40 mg·L- 1 的 B9 可利用率 50%, 叶片

皱缩较严重, 叶色深绿, 节间缩短簇生, 根部黄芽

很 少 , 生长点死亡严重 ; 35 mg·L-1 的B9 可利用率

35%, 叶片皱缩, 叶色褐绿, 节间缩短严重, 根部无

黄芽, 茎粗黄但萎焉, 生长点死亡严重; 30 mg·L-1

的 B9 可利用率 23%, 叶片褐黄皱缩, 茎萎蔫严重,

生长点 死亡严重 ; 25 mg·L- 1 的B9 可利用率 17%,

叶片褐色, 茎萎蔫皱缩严重, 生长点严重死亡。

3 结 论

通过上述试验证明 : 在 MS 培养基里加入 50

mg·L- 1 B9, 在每天恒定低温 10℃, 光照强度 1 000

lx, 光照时间 5 h 的条件下保存马铃薯脱毒试管苗

2 年, 其成活率达 80%左右。

同时上述这一保苗技术, 无论是对淀粉加工型

品种、菜用型品种、食品加工型品种、还是对通用

型品种的马铃薯脱毒试管苗的种质保存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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