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在马铃薯栽培实践中, 影响马铃薯产量的限制

因子很多 , 即有可控因子 , 亦有不可控 因子 , 其

中, 施肥水平是较易可控因子, 因此对施肥水平和

配比加强研究, 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如用常规的试

验方法, 很难有效的系统研究, 并且工作量大, 效

果也不是很好。利用正交试验方法筛选肥料的配比

及用量 , 可大大减少试验次数 , 并且效果很理想。

如本试验进行的 3 因素 4 水平试验 , 如果 全面实

施 , 要有 81 个处理组合 , 而利用 正交试验只 有9

个处理组合就可以了 , 从而加快 了研究进程 。当

然, 应用正交试验时, 要对各种效果充分估计, 有

时可能也会有出入, 反应在实践中, 往往是正交试

验中的最佳组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仍可以找出

相对较好的组合, 因而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结合试验中的 9 个 N、P、K 不同配比处理组

合结果, 从各因素极差分析结果看, 对马铃薯产量

和马铃薯单株产量影响最优组合是 A2B2C3, 即 N 量

为 120 kg·hm- 2, P2O5 量为 60 kg·hm- 2, K2O 量为210

kg·hm- 2, 其比例为 2: 1: 3.5; 对马铃薯商品率影响

最优组合是A2B2C1, 即 N 量为 120 kg·hm- 2, P2O5 量

为 60 kg·hm- 2, K2O 量为 150 kg·hm- 2, 其比例为 2:

1: 2.5。从各处理差异显著性结果看, 对马铃薯产量

及马铃薯单株产量和马铃薯商品率影响具有相同的

趋 势 , 最 优 组 合 是 A1B3C3 即 N 量 为100 kg·hm- 2,

P2O5 量为 70 kg·hm- 2, K2O 量 为210 kg·hm- 2, 其 比

例为1.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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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温室所生产的微型薯, 夏季收获后贮藏是

一大难题 , 不仅需要冷库 , 且到下一年 春季播种

时, 由于早已过了休眠期, 其生理机能有很大的减

退, 对下一代的产量、抗病力、抗逆性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衰弱。假如春季温室收获的微型薯能够夏季

再生产, 则不仅可以减少一定的费用, 更重要的是

可保持其种性, 增加一次繁种, 缩短育种年限, 从

而达到增加经济效益的目的。为了探讨马铃薯不同

品种打破休眠的最佳方法, 特做本实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7 月 15 日 至 21 日 收 获 的 微 型 薯 : 抗 疫 白

( Kn) 、 布 尔 斑 克( Rb ) 、 大 西 洋( At) 、 润 者( Rr) ;

赤 霉 素( GA3) 、 细 胞 分 裂 素( 6- BA) 、 丙 三 醇 ( 甘

油) 。

摘 要: 为探讨温室春季生产的微型薯尽快进行再生产而打破休眠的办法, 通过各种浓度混配药剂对整薯和斜

切薯块进行处理。结果表明: 斜切薯块较整薯更易被打破休眠。浓度低、时间短的处理效果好于浓度高、时间长的

处理效果, 其中以 5 mg·kg-1 GA3 处理 30 min 对斜切薯块打破休眠的效果普遍较好。

关键词: 微型薯; 打破休眠; 药剂处理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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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方式

处理

时间
处 理 配 方

斜

切

整

薯

30 min

60 min

1- 1 5 mg·kg- 1 GA3

1- 2 5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2- 1 10 mg·kg- 1 GA3

2- 2 10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3- 1 20 mg·kg- 1 GA3

3- 2 20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4- 1 50 mg·kg- 1 GA3

4- 2 50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5- 1 10 mg·kg- 1 GA3

5- 2 10 mg·kg- 1 GA3+甘油

5- 3 10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6- 1 20 mg·kg- 1 GA3

6- 2 20 mg·kg- 1 GA3+甘油

6- 3 20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7- 1 50 mg·kg- 1 GA3

7- 2 50 mg·kg- 1 GA3+甘油

7- 3 50 mg·kg- 1 GA3+10 mg·kg- 1 6- BA

8- 1 20 mg·kg- 1 GA3+20 mg·kg- 1 6- BA+甘油

8- 2 20 mg·kg- 1 GA3+50 mg·kg- 1 6- BA+甘油

8- 3 20 mg·kg- 1 GA3+20 mg·kg- 1 6- BA

表 1 斜切与整薯处理配方 表 2 原液、甘油、水试验处理液配制

GA3 原液

( mL)

6- BA 原液

( mL)
甘油( mL) 水( mL)

1- 1 2.5 497.5

1- 2 2.5 5 492.5

2- 1 5.0 495.0

2- 2 5.0 5 490.0

3- 1 10.0 490.0

3- 2 10.0 5 485.0

4- 1 25.0 475.0

4- 2 25.0 5 470.0

5- 1 5.0 495.0

5- 2 5.0 99 396.0

5- 3 5.0 5 490.0

6- 1 10.0 490.0

6- 2 10.0 98 392.0

6- 3 10.0 5 485.0

7- 1 25.0 475.0

7- 2 25.0 95 380.0

7- 3 25.0 5 470.0

8- 1 10.0 10 96 384.0

8- 2 10.0 25 93 372.0

8- 3 10.0 10 480.0

处理编号

1.2 原液配置

1.2.1 处理液配方

采用斜切薯块 , 整薯处理 共 20 个处理方 式。

由于整薯有周皮保护 , 具有选择性吸收特点 , 吸

收力差 , 打破休眠很难 , 且各不同成 熟度的微 型

薯吸收力差别较大 , 存在两个问题 : 一是会分批

出芽 ; 二是表皮老化( 成熟度好) 的后出芽 , 易烂

种。若斜切 [1 ], 不但可以促进 吸收 , 使薯内 GA3、

6- BA 含量大增 , 达到打破休眠( 含量) , 且出芽时

间差别不大 , 从而可以减轻烂种 , 便于管理。所

以设斜切与整薯两种处理方式。考虑 到整薯吸 收

力差 , 浸泡时间应长一些 , 浓度宜大 些 ; 斜切薯

块则应相反 , 一定浓度的赤霉素就可以打破休眠。

甘油具极好亲水性和保水性 , 与赤 霉素更快、更

好地进入薯内 [2- 3], 故设相应赤霉素甘油液( 甘油:

水=1: 4) , 具体处理配方如表 1 所示。

1.2.2 赤霉素( GA3) 原液配制

① 0.25 g GA3+25 mL 酒 精 溶 解 配 成 母 液( 104

mg·kg- 1) 。

② 25 mL 母液+225 mL 水 , 配成 250 mL 原液

( 103 mg·kg- 1)。

1.2.3 细胞分裂素( 6- BA) 原液配制

① 0.1 g 6- BA+10 mL 0.1 mol·L- 1 HCL 溶解配

成母液( 104 mg·kg- 1) 。

② 10 mL 母液+90 mL 水 溶解配成 100 mL 原

液( 103 mg·kg- 1) 。

原液、甘油、水按试验配方配制见表 2。

1.3 试验方法

育苗盘内原有基质, 用细菌速克 800 倍液、代

森锰锌 1000 倍液消毒 , 浇透水 , 以手握成团 , 但

不成细条为主。

每一品种随机取 60 粒, 在自来水下反复冲洗,

从中随机取 40 粒 , 用刀片沿顶芽一侧斜向下削去

一薄皮, 放于自来水下反复冲洗。

按每一处理每一品种各取 5 粒 ( 斜切、整薯分

取) , 全部浸泡于事先装有处理液的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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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过的薯块按以下顺序排于育苗盘中:

2 结果与分析

于 8 月18 日、8 月 24 日 分别观测出 芽情况 ,

其结果是 : 斜切薯块腐烂率较 低 , 整薯腐 烂率较

高; 斜切薯块出芽早, 芽长, 芽壮, 且出芽率明显

高于整薯。

在斜切薯块处理中, 排除腐烂的影响 , 8 月 18

日调查时 , 其中处理 1- 1、1- 2、2- 1、2- 2 出芽率

达到 100%, 其 余 处 理 均 达 到 60%~80%; 8 月 24

日调查时 , 出芽率均达到 100%。从出芽率、平均

芽长, 芽的强弱几方面综合看, 随着处理液浓度的

增加, 打破休眠的效果成递减趋势。以处理 1- 1 效

果 最 好 , 8 月 18 日 调 查 时 , 出 芽 率 达 100%, 芽

壮 , 平 均 芽 长 也 最 长 , 其 中 Kn 为 2.6 cm, Rr 为

1.9 cm, At 为 2.1 cm, Rb 为 4.3 cm。

在整薯各处理中, 8 月 18 日调查时, 绝大部分

未出芽 , 仅有少部分出芽率达 20%~40%; 8 月 24

日调查时 , 仅处理 7- 3 出芽率达 100%, 其余处理

出芽率为 20%~60%, 平均芽长也较短 , 其中 , Kn

为 0.6 cm, Rr 为 0.8 cm, At 为 0.9 cm, Rb 为

0.1 cm。

3 结 论

斜切薯块打 破休眠较易 , 所需处理液 浓度较

低, 效果较明显。斜切薯块对处理液的吸收力强于

有 周皮包围的 整薯 , 吸 收 迅 速 , 使 薯 块 GA3、6-

BA 浓度较快达到打破休眠的浓度 , 从而处理效果

好于整薯的处理效果。而整薯打破休眠较难, 需较

高浓度的处理液, 但也不是浓度越高越好, 浓度高

的 GA3、6- BA 处 理 液 长 时 间 浸 泡 使 薯 块 内 GA3、

6- BA 浓度过大 , 反而起了抑制作用。本试验结果

表明: 斜切薯块较整薯更易被打破休眠。浓度低、

时间短的处理效果好于浓度 高、时间长的 处理效

果 , 其中以 5 mg·kg- 1 GA3 处理 30 min 对斜切薯块

打破休眠的效果普遍较好。

本试验的不足之处和今后需要完善的地方:

( 1) 薯块腐烂率较高 , 进一步试验应设法减少

腐烂率。

( 2) 浸泡的最佳时间还需进一步探讨。

( 3) 下步试验还需设处理液浓度更小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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