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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马铃薯种薯扩繁和商品薯种植, 由于产品的用

途不同, 所以在栽培技术上也有所差别, 马铃薯种

薯生产的目标不仅是产量, 还要求能得到更多的种

子, 即中小薯的数量, 除种植密度外, 施肥是决定

种薯数量的主要因素,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马铃薯

在每公顷施农家肥 11 250 kg、N 肥 172.5 kg、P 肥

75 kg、K 肥 150 kg 时产量最高。而马铃薯种薯数

量要达最大 , 每公顷施 N 肥 156 kg、P 肥 85.5 kg、

K 肥 120.5 kg。在具体栽培时可结合两者平均数 ,

即每公顷施农家肥 11 250 kg, 施 N 肥 190 kg、P

肥 90.5 kg、K 肥 140.5 kg。此施肥数学模型为威宁

县 N P K 配合施用对宣薯 5 号二级脱毒原种产量

和种薯数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依据, 在生产

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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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MS 培养基培养马铃薯试管苗的过程中 ,

试管苗培养三代以后, 生长非常细弱 , 并且培养 2

周左右, 其腋芽就开始萌发, 侧枝大量发生, 抑制

了主茎的生长 , 导致试管苗扦插成活率低。用 MS

培养基, 试管苗必须 3 周继代繁殖一次, 给马铃薯

试管苗的培养带来不便。

前人在研究马铃薯试管苗壮苗培养基上作了大

量工作, 在 MS 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激素 , 对

培养壮苗有一定效果[1], 但由于激素价格较高 , 增

加了培育成本, 难以适宜工厂化生产。矮壮素是一

种广谱高效低毒的植物生长延缓剂, 可使试管苗生

长健壮 , 抗逆性增强 , 移栽成活率提高。在葡萄、

怀山药等植物的组织培养中应用已有报道, 而对马

铃薯未见详细报道 [2]。本试验以大西洋、东北白、

克新 1 号马铃薯试管苗为材料, 研究矮壮素在组织

培养中的应用, 以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马铃薯试管

苗的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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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含不同浓度矮壮素的培养基

处理 矮壮素( CCC) 浓度水平( mg·L- 1)

1( 对照) MS + 0.0

2 MS + 0.3

3 MS + 0.5

4 MS + 0.8

5 MS + 1.0

6 MS + 1.2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大西洋、东北白和克新 1 号马铃薯试管苗; 矮

壮素选用北京振泰园艺有限公司产品。

1.2 培养基的配制

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 琼脂用量 6 g·L-1, 蔗糖

150 g·L -1, 以 蒸 馏 水 代 替 无 菌 水 , pH 值 调 至

5.8, 150 mL 的培养瓶倒入 30 mL 培养基 , 培养基

采用常规灭菌。试验中所用的 6 种培养基列于表 1。

1.2.1 接种

接种所用材料取自处理 1 培养基中生长一致的

试管苗, 采用带一个叶片的单节茎段, 将茎段插在

培养基上, 腋芽朝上, 每个处理 6 瓶 , 每瓶接种 8

个茎段, 全部试验共设 3 次重复。

1.2.2 培养条件

将接种好的培养瓶移入培养室, 培养室温度控

制在 24~26℃, 光照 3 000 lx, 光照时间 16 h。

1.2.3 观察记录

接种后 30 d 统计试管苗生长情况 , 继续培养

以统计最长保存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矮壮素对马铃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不同培养基培养 30 d 后的观测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知, 矮壮素能有效抑制马铃薯试管苗

的腋芽萌发, 推迟腋生枝条萌发的时间, 保持马铃

薯试管苗的正常生长, 便于试管苗的切段繁殖, 使

试管苗茎段加粗, 叶片数量增多, 叶色浓绿, 叶片

变 宽 而 加 厚 。 但 矮 壮 素 浓 度 达 到 1.0 mg·L- 1 以 上

时, 对试管苗的生长表现出毒害作用。因此, 在马

铃薯的组织培养中 , 矮壮素的使用浓度应控制在

1.0 mg·L- 1 以内为宜。

2.2 矮壮素对马铃薯试管苗切段繁殖的影响

试管苗的叶片数决定切段繁殖可用节数, 而可

用节数决定繁殖倍数, 本试验的结果如表 3、4。

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相同培养时间内, 适宜浓

度的矮壮素可提高马铃薯试管苗切段繁殖倍数, 从

表 2 不同处理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品种 处理 腋生枝条 叶色 叶片 植株死亡率

大

西

洋

1(对照) 有 绿 小、薄 0

2 无 绿 宽大、较厚 0

3 无 浓绿 宽大、厚 0

4 无 浓绿 宽大、厚 0

5 无 黄绿 中、厚 30

6 无 黄 中、厚 85

东

北

白

1( 对照) 有 绿 小、薄 0

2 无 浓绿 宽大、厚 0

3 无 浓绿 宽大、厚 0

4 无 浓绿 宽大、厚 0

5 无 黄 中、厚 25

6 无 黄 中、厚 90

克

新

1

号

1(对照) 有 绿 小、薄 0

2 无 浓绿 大、较厚 0

3 无 浓绿 宽大、厚 0

4 无 绿 宽大、厚 0

5 无 黄绿 中、厚 40

6 无 黄 中、厚 90

表 3 不同处理对试管苗株高 ( cm) 的影响

处理 大西洋 东北白 克新 1 号 5%显著水平

1 8.9 8.7 7.0 a

2 9.4 9.2 8.4 a

3 8.4 8.3 8.4 a

4 3.7 3.4 4.8 b

注: 株高以主茎计算 , 处理 5、6 未作调查。

表 4 不同处理对试管苗切段繁殖有效节数的影响

处理
切段繁殖有效节段 5%显著

水平
大西洋 东北白 克新 1 号

1 5.5 3.2 5.2 a

2 8.5 5.2 7.6 b

3 9.2 5.6 8.3 b

注: 处理 4 节距太小 , 对切段繁殖有效节未作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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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大西洋 东北白

1 0.67 a 0.86

2 1.28 b 1.28

3 1.28 b 1.34

4 2.18 c 1.65

a

b

b

c

克新 1 号

0.84

1.63

1.68

2.03

a

b

b

c

表 5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试管苗茎粗 (mm) 的影响

表 3、表 4 可以看出, 处理 2、3 试管苗的株高和处

理 1 接近, 其切段繁殖有效节段 3 个品种均比处理

1( 对照) 多 2~3 节 , 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 处理 4

试管苗株高较矮、可用节数少, 不利于切段繁殖。

2.3 矮壮素对马铃薯茎粗的影响

试管苗的茎粗表明试管苗的健壮程度, 与试管

苗的有效苗率成正比, 试管苗越壮成活率越高。矮

壮素对马铃薯试管苗茎粗的影响如表 5。

从表 5 可以看出, 在对马铃薯试管苗不造成毒

害的浓度范围内, 随着矮壮素使用量的增加, 马铃

薯试管苗的茎也随之加粗, 处理 2、3、4 的茎粗和

处理 1 的茎粗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处理 4 的茎粗和

处理 2、3 的茎粗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三个品种

使用 2、3、4 不同浓度矮壮素处理后马铃薯试管苗

的茎粗均为对照茎粗的 2 倍左右。

2.4 矮壮素对马铃薯试管苗种质常温保存的效果

保持马铃薯试管苗正常生长 , 避 免 腋 生 枝 条

的发生是马铃薯切段繁殖常温种质保存的主题之

一 , 矮壮素对马铃薯试管苗种质常温保存的效果

如表 6。

从表 6 的试验结果来看, 处理 4 可有效保持试

管苗的正常生长达 2 个月, 而处理 1 仅为 20 多天。

处理 4 的试管苗在长达 2 个月的培养中, 仍能保持

生长势良好、叶色浓绿、茎枝粗壮的情况。

表 6 矮壮素对马铃薯试管苗种质常温保存的效果

处理

开始萌发腋生枝条的天数 ( d) 60 d 试管苗生长情况

大西洋 东北白 克新 1 号 大西洋 东北白 克新 1 号

1 23 22 25 腋生枝条丛生、叶小黄绿 腋生枝条丛生、叶小黄绿 腋生枝条丛生、叶小黄绿

2 37 38 37 腋生枝条较多、下部叶变黄 腋生枝条较多、下部叶变黄 腋生枝条较多、下部叶变黄

3 51 49 48 腋生枝条多、下部叶变黄 腋生枝条多、下部叶变黄 腋生枝条多、下部叶变黄

4 67 63 63 长势良好、茎粗叶绿 长势良好、茎粗、叶浓绿 长势良好、茎粗、叶绿

3 小 结

( 1) 矮壮素是一种植物生长延缓剂 , 对马铃薯

的株高有明显的抑制效果, 使作物矮化, 促进作物

的横向生长, 可使茎段加粗, 叶变厚。

( 2) 在马铃薯试管苗切段快繁中, 矮壮素能有

效的抑制腋芽的萌发 , 避免试管苗的不正常生长。

腋生枝条的大量萌发, 不仅消耗了培养基中的大量

营养, 限制了主茎的生长, 降低了试管苗的有效苗

率和成活率, 而且给扩繁过程中的接种工作带来不

便。在 MS 培养基中加入 0.3~0.8 mg·L- 1 的矮壮素,

可提高试管苗切段繁殖的有效节数, 延缓试管苗的

生长速度 , 降低转接次数 , 同时能使植株生长健

壮, 增强试管苗的适应性和抗性, 能显著提高移栽

成活率。

( 3) 在 MS 培养基中附加 0.8 mg·L- 1 的矮壮素

可保证试管苗的正常生长, 同时大大延长了试管苗

在室温下的保存时间 , 节省了人力、物力和空间 ,

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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