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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鄂马铃薯 3 号”为试验材料 , 在其现蕾期采用切除茎尖的物理方法 , 解除试验材料的顶端优势 ,

研究块茎性状的变化。试验结果表明 : 试验材料自茎尖往下第 5 叶带叶切除为最佳方案 , 其单株结薯数、平均产

量、商品薯率分别比对照提高 48%、49%、12%。研究结果说明马铃薯切除茎尖后 , 其顶端优势消失 , 块茎增大、

块茎数量增多、单株产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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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体是各部分的统一整体, 因此植物各部分

间的生长具有相关性, 其中顶端在生长上占有优势

即顶芽完全或部分抑制侧芽生长的现象称为顶端优

势[1]。块茎是马铃薯的贮藏器官 , 块茎的发生是在

团棵前后、茎顶进行花芽分化时开始, 块茎的形成

是在开花后[2]。马铃薯各个生长时期都有特定的形

态特征为标志, 各个生长时期的长短关系到产量的

形成进程, 栽培条件和农艺措施对各个生长时期有

决定性影响[2]。本试验欲通过物理方法来解除马铃

薯的顶端优势, 研究马铃薯解除顶端优势后地下块

茎的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试验采用西南地区主推品种“ 鄂马铃薯 3 号”为

材料。

1.2 试验设计

试验方法: 在现蕾期切除主茎的带叶茎尖, 设

4 个 处 理 , 每 个 处 理 种 植 40 穴 作 为 一 小 区( 6.67

m2) , 3 次重复, 12 个小区, 随机排列。

试验处理: A、不切除茎尖( CK) ; B、自茎尖往

下至第 3 片叶带叶切除; C、自茎尖往下至第 5 片叶

带叶切除; D、自茎尖往下至第 7 片叶带叶切除。

1.3 数据测量

成熟后每小区随机收获 10 穴 , 测定 50 g 及以

上的商品薯率, 每穴测定单株结薯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株结薯数

根据测定结果及统计分析 : 处理间差异显著、

重复间不显著, 处理 A、B、C、D 平均单株结薯数

分别为 7.5、9.7、11.1、9.6 个, 可以看出切除茎尖

后单株结薯数均比对照增加, 处理 C单株结薯数增

加幅度最高, 达 48%; 通过比较处理 B、C、D, 自

茎尖往下 5 片叶切除最为适宜, 详见表1、2。

2.2 薯块分级比较

根据田间测产结果: 大于 50 g 的薯块比例( 商

品薯率) 最高的是处理 C, 比处理 A 的商品薯率提

高 12%, 商品薯率最低的是处理 D( 表 3) 。方差分

析显示 , 处理间差异显著 , 重复间不 显著( 表4) 。

可见适宜切除茎尖能增加块茎重量。

2.3 产量比较

根据实收测产结果 : 处理 A、B、C 小区产量

呈递增趋势 , 处理 B、C 分别比处理 A 增产 12%、

49%; 处理 D 产量下降 , 比对照减产 10%, 可见

茎尖切除过长导致叶片光合有效面积减少、产量降

低( 表 5) 。经方差分析, 处理间差异显著 , 重复间

不显著( 表 6) 。适宜切除茎尖后 , 单株结薯数和块

茎增大, 单株产量增加, 单位面积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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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薯块分级调查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概率

重 复 2 0.27653 0.13826 0.18822 0.833

处 理 3 8.03542 2.67847 3.64630! 0.083

误 差 6 4.40744 0.73457

总变异 11 12.71939

表 2 单株结薯数方差分析

本试验的误差变异系数 CV( %) =29.047; ! 表示达 0.1 显著水平。

处理
小区平

均产量

≥50 g 的薯块

Ⅰ Ⅱ Ⅲ 平均 ( %)

A 3.694 3.178 1.960 2.220 2.452 66

B 4.140 2.600 3.340 2.720 2.886 70

C 5.494 2.920 4.340 5.540 4.266 78

D 3.326 2.400 2.000 2.100 2.166 65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概率

重 复 2 0.28113 0.14057 0.19237 0.830

处 理 3 7.79516 2.59839 3.55600! 0.087

误 差 6 4.38422 0.73070

总变异 11 12.46051

处理
小区产量( 10 穴)

Ⅰ Ⅱ Ⅲ 平均 比 CK 增减( %)

A 4.400 3.260 3.420 3.694

B 3.500 4.540 4.380 4.140 +12

C 4.040 5.540 6.900 5.494 +49

D 3.320 3.440 3.220 3.326 - 10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概率

重 复 2 0.89044 0.44522 0.57872 0.589

处 理 3 8.07104 2.69035 3.49701! 0.090

误 差 6 4.61596 0.76933

总变异 11 13.57744

表 3 薯块分级调查 ( kg)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马铃薯切除茎尖即解除顶端优

势后, 块茎数即单株结薯数增加。马铃薯的匍匐茎

是由地下茎节上的腋芽发育而成的, 是形成块茎的

器官, 匍匐茎越多 , 形成的块茎越多[2]。解除顶端

优势后是否因马铃薯主茎、地下匍匐茎增多而导致

块茎增多, 还需进一步试验。

马铃薯切除茎尖即解除顶端优势后, 块茎大小

即商品薯率增大。马铃薯在生育前期块茎生长以细

胞分裂为主, 后期块茎以细胞体积增加为主。因此

解除顶端优势后, 茎顶花芽分化后既进行营养积累

期, 充足的的碳水化合物、氮磷等矿物质利于细胞

体积增大即块茎增大[2]。

马 铃 薯 切 除 茎 尖 即 解 除 顶 端 优 势 后 , 产 量

即 单 株 块 茎 重 量 增 加 。 马 铃 薯 产 量 的 80% 以 上

是 在 开 花 后 形 成 的 , 而 这 个 时 期 的 马 铃 薯 光 和

叶 片 主 要 是 侧 枝 叶 片 [2]。 这 说 明 马 铃 薯 解 除 顶 端

优 势 后 , 侧 枝 所 受 的 顶 端 优 势 被 解 除 , 侧 枝 叶

片 面 积 增 大 , 光 和 效 率 增 加 ,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增

加 。

当切除的茎尖所带叶片由 0 上升至 5 片时, 块

茎大小、数量随之增大、增多; 当切除的茎尖所带

叶片多于 5 片后块茎各性状趋于下降, 这说明茎尖

切除的适宜大小为自茎尖往下 5 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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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处理单株结薯数

处理
平均单株结薯数

Ⅰ Ⅱ Ⅲ 平均 比 CK 增减( %)

A 8.0 7.6 7.0 7.5

B 6.8 10.8 11.4 9.7 +29

C 10.8 10.8 11.8 11.1 +48

D 8.2 8.2 10.4 9.6 +28

本试验的误差变异系数 CV( %) =21.068; ! 表示达 0.1 显著水平。

本试验的误差变异系数 CV( %) =29.044; ! 表示达 0.1 显著水平。

表 5 产 量 结 果

表 6 产量结果方差分析

( kg)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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