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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含 !"$ !#$%$ !&’%$ !&(%$ !#)% * 种 +,-. 浓度的修改 /0 培养基胁迫马铃薯品种资源脱毒试

管苗的方法! 鉴定和筛选了 1* 份不同熟期马铃薯亲本材料的耐盐性! 筛选结果% 耐盐级别为 ’ " 即 !&$%盐浓度

下 仍 然 存 活& 的 亲 本 材 料 22 份! 耐 盐 级 别 为 1 ’ 即 !#’%盐 浓 度 下 仍 然 存 活& 的 亲 本 材 料 1 份! 耐 盐 级 别 为 $
" 即 !#(%盐浓度下仍然存活& 的亲本材料 $ 份! 耐盐级别为 2 " 即 !#)%盐浓度下仍然存活& 的亲本材料 1 份(

@ABC 马铃薯) 亲本材料) 试管苗) 耐盐性) 筛选

DEFGC $!!’32$41!
HIJKC 河北省自然基金资助项目" 课题编号% 1$!’56&
6LMNC 尹 江" 26(!4& ! 男! 河 北 省 高 寒 作 物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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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是河北省重要的土地资源( 据统计! 全

省有盐碱化耕地将近 $(&5 万 89$! 这些耕地由于受

盐渍化的危害! 严重地影响到土壤潜力的充分发挥

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此! 改良利用盐碱地是河北

省农业生产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而种植耐盐

作物又是盐碱地改良和使盐碱地作物增产行之有效

的措施之一! 也是有效利用盐碱化土地资源的根本

途径(
马铃薯由于抗逆性强! 适应性广! 是干旱和盐

碱地种植的一种理想作物! 但目前所推广应用的品

种大多耐盐性差! 个别耐盐的品种因综合性状差!
不适应市场的需求! 而不宜大面积推广! 使盐碱化

土地的利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2;( 所以为了充分利用

我省盐碱地资源! 选育综合性状佳$ 耐盐$ 适应不

同生态区种植的不同熟期的马铃薯新品种成为育种

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作物耐盐碱育 种成败的关

键!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本的合理选配 :$;! 亲本的

选配又取决于亲本耐盐性的鉴定( 本试验通过对马

铃薯亲本材料试管苗的耐盐性鉴定! 从中筛选出不

同熟期的耐盐亲本资源! 为马铃薯耐盐碱新品种的

选育提供优质亲本材料和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 & ’
本所组培中心保存的 1* 份马铃薯品种资源的

脱毒 试管苗! 其 中 极 早 熟 品 种 $ 份! 早 熟 品 种 ’
份! 中早熟品种2 份! 中熟品种 2( 份! 中晚熟品

种 5 份! 晚熟品种 * 份! 见表 2(

品种名称 熟性 品种名称 熟性 品种名称 熟性 品种名称 熟性

中薯 ’ 号 极早熟 克新 2 号 中熟 芽变紫薯 中熟 克新 2$ 号 中晚熟

早大白 极早熟 大西洋 中熟 红洋芋 中熟 -42*( 中晚熟

费乌瑞特 早熟 夏波蒂 中熟 紫小叶 中熟 抗疫白 中晚熟

大名红 早熟 2*11 中熟 春薯 1 号 中熟 冀张薯 $ 号 晚 熟

丰收白 早熟 荷 21 中熟 斯诺登 中熟 <242 晚 熟

红纹白 早熟 荷 * 中熟 坝薯 ) 号 中晚熟 )!!61* 晚 熟

中薯 1 号 中早熟 荷 22 中熟 一墩青 中晚熟 )!!61) 晚 熟

冀张薯 1 号 中熟 荷 ( 中熟 $2)2 中晚熟 -=>(6#2 晚 熟

冀张薯 * 号 中熟 2)(5 中熟 $262 中晚熟

] ! ^($%&’

!"# _ ‘
2#$#2 盐胁迫浓度

修 改 的 /0 培 养 基 中 +,-. 浓 度 分 别 为 !%$
!#$%$ !#’%$ !#(%$ !#)% * 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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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本材料
生物产量! !"株"##$ 次重复的平均数

中薯 % 号 &’()* &’&+) &’&&& &’&&& &’&&&

早大白 &’&++ &’&&& &’&&& &’&&& &’&&&

费乌瑞特 &’#*% &’#&) &’&&& &’&&& &’&&&

大名红 &’#$# &’&&& &’&&& &’&&& &’&&&

丰收白 &’&++ &’&&& &’&&& &’&&& &’&&&

红纹白 &’$,) &’&&& &’&&& &’&&& &’&&&

中薯 $ 号 &’&%* &’&%) &’&&& &’&&& &’&&&

冀张薯 $ 号 &’&-, &’&+) &’&&& &’&&& &’&&&

冀张薯 * 号 &’#). /0/-, /0/,. /0/$% /0/((

克新 ( 号 /0(., /0/,( /0/// /0/// /0///

大西洋 /0((* /0/$% /0/// /0/// /0///

夏波蒂 /0(%$ /0/,, /0/// /0/// /0///

(*$$ /0(+% /0/.$ /0/%* /0/// /0///

荷 ($ /0)(, /0/-* /0/// /0/// /0///

荷 * /0(,% /0/*/ /0/// /0/// /0///

荷 (( /0/+, /0/// /0/// /0/// /0///

荷 , /0((, /0/// /0/// /0/// /0///

(.,+ /0/-* /0/,, /0/$+ /0/// /0///

芽变紫薯 /0(/* /0/// /0/// /0/// /0///

红洋芋 /0(/$ /0/// /0/// /0/// /0///

紫小叶 /0(). /0/// /0/// /0/// /0///

春薯 $ 号 /0((+ /0/// /0/// /0/// /0///

斯诺登 /0(,% /0($/ /0/,/ /0/// /0///

坝薯 . 号 /0(/$ /0/.% /0/*+ /0/)- /0/(%

一墩青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克新 () 号 /0/.+ /0/$) /0/// /0/// /0///

1"(*, /0/+) /0/// /0/// /0/// /0///

抗疫白 /0(., /0(,/ /0/// /0/// /0///

冀张薯 ) 号 /0*,. /0/// /0/// /0/// /0///

2(3(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145,-0( /0(., /0(+% /0/%, /0/)/ /0///

/ /0) /0% /0, /0.

! ! "#$% "#$%&’()*+,-./012345

(0)0) 品种资源试管苗的切繁

在无菌条件下$ 将参试品种资源的脱毒试管苗

剪切成单叶节茎段接种于装有 67 固体培养基的三

角瓶中$ 每瓶接入 (/ 个茎段% 置于 (, 8"93( 光周

期! ) ///:$/// ;<# & 室温 (.:)$!& 湿度 .*=的条

件下培养 $ 周%

(0)0$ 培养基的制备

首先配制 (. > 的 67 培养基溶液$ 并将其平均

分成 * 组$ 各组分别加入 / !& +’* /)% !& (*’/ $+)
!& ))’, //. !& $/’( -$) ! ?@1A 分析纯试剂$ 充分

溶 解 $ 再 调 BC 值 到 *’.$ 制 成 含 &= & &’)= &
&’%=& &’,=& &’.= ?@1A 的修改 67 培养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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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本材料
不同 #$%& 浓度下亲本材料试管苗的生长情况

’ ’()* ’(+* ’(,* ’(-*

极早熟 中薯 + 号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早大白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早 熟 费乌瑞特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大名红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丰收白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红纹白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中早熟 中薯 . 号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中 熟 冀张薯 . 号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冀张薯 " 号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克新 ! 号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大西洋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夏波蒂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 存活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荷 !.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荷 "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荷 !!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荷 ,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 存活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芽变紫薯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红洋芋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紫小叶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春薯 . 号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斯诺登 存活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中晚熟 坝薯 - 号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一墩青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0!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死亡

克新 !) 号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1!",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抗疫白 存活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晚 熟 冀张薯 ) 号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2!3!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0."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0)- 存活 死亡 死亡 死亡 死亡

%45,0(! 存活 存活 存活 存活 死亡

" ! #$%&’()*+,-.%/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均方

! 值 !’(’" !’(’!
株高 叶片数 根系数 生物产量

区组间 ) +(+/’ /(-,’ ,(,’’ ’(’’- ’(/0" .(’’ +(,)
品种678 .+ "+()!’!! !,!(-’’!! ))(0,’! ’(’,’!! -(+’-!! !(.’ !(++

盐浓度698 + !"00(0-’!! ..,"(/+’!! !!/-(/.’!! ’(/.’!! !-,(’)’!! )(.- .(.+

7!9 !., +,(/’’!! !)+(/)’!! .’(0.’!! ’(’!’!! "(+!.!! !(!0 !()-
误差 .+- "(-’’ !)(-’’ !+(!’’ ’(’’,

总变异 ")+

" " #$%&’(0123456789: ;<=: >?=@ABCD-EFGH

耐盐

级别
标 准

! ’(-:#$%& 浓度试管苗生物产量未受到显著抑制而仍然存活

) ’(,*#$%& 浓度试管苗生物产量未受到显著抑制而仍然存活

. ’(+*#$%& 浓度试管苗生物产量未受到显著抑制而仍然存活

+ ’()*#$%& 浓度试管苗生物产量未受到显著抑制而仍然存活

" # .%IJKLMNO

注! 因生物产量是衡量品种耐盐性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耐盐级

别判定标准的制定以生物产量为依据# 耐盐级别从 ! 到 + 依次减弱#

分装入试管中" 每支试管 !" ;< 培养基" 并用 棉

塞封口" 消毒备用#
!()(+ 试管苗的盐胁迫处理

在无菌条件下" 将已扩繁的亲本资源的试管苗

剪切成单叶节茎段" 取中部茎段分别接入装有含 "
组不同盐浓度处理的 => 培养基的试管中" 每支试

管接种 ! 个茎段" 重复 . 次" 随机区组设计" 培养

条件为 !, ?$@3! 光周期% )’’’A.’’’ <B& ’ 室温 !-A
)."’ 湿度 -":( + 周后测定每个处理试管苗的生

根数’ 根系鲜重’ 叶片数’ 茎叶鲜重’ 株高等" 并

用多元统计软件 CD>E.F对有关 数据进行两 因素% 品

种’ 盐浓度&间的方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PQR567ABCD-ST
表) 为各亲本材料试管苗的生物产量#
由表 . 的方差分析结果可看出" 品种间’ 处理

间’ 品种!处理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区组间差异

不显著" 说明不同的 #$%& 浓度对马铃薯试管苗的

株高’ 叶片数’ 根系数和生物产量的影响有显著或

极显著差异#
$%$ .%IJ

耐盐级别及判定标准如表 + 所示#

注!!表示达 ’(’" 水平显著*!!表示达 ’(’!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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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表 ! 可知! 在 "#$%浓度下除中薯 & 号" 费

乌瑞特" 中薯 ’ 号" 冀张薯 ’ 号" 克新 ( 号" 大西

洋" 夏坡地" (!’’" ()*+" 荷 (’" 荷 !" 斯诺登"
$(,(" 克 新 ($ 号" 抗 疫 白 " -./*,#(" 冀 张 薯 !
号" 坝薯 ) 号" 一墩青 (, 份材料外其余 (* 个亲本

材料试管苗的生物产量均受到显著抑制# 在 "#&%
浓度 下 除 (!’’" ()*+" 斯 诺 登" $(,(" -./*,#("
冀张薯 ! 号" 坝薯 ) 号" 一墩 青 ) 份材料外 其余

$+ 个亲本材料试管苗的生物产量都受到显著抑制#
在 "#*%浓 度 下 除 $(,(" -./*,#(" 冀 张 薯 ! 号 "
坝薯 ) 号" 一墩青 ! 份材料外其余 ’" 个亲本材料

试管苗的生物产量都受到显著抑制# 而随着盐胁迫

浓度的上升其差异加大! 表现为只有冀张薯 ! 号"
坝薯 ) 号" 一墩青 ’ 份材料生物产量的耐盐性可达

"#)%$ 即 耐 盐 级 别 为 & 的 亲 本 材 料 有 中 薯 & 号 %
费乌瑞特" 中薯 ’ 号" 冀张薯’ 号" 克新 ( 号" 大

西洋" 夏坡地" 荷 (’" 荷 !" 克新 ($ 号" 抗疫白

(( 份# 耐 盐 级 别 为 ’ 的 亲 本 材 料 有 (!’’" ()*+"
思 诺 登 ’ 份# 耐 盐 级 别 为 $ 的 亲 本 材 料 有 $(,("
-./*,#(# 而冀张薯 ! 号" 坝薯 ) 号" 一墩青 ’ 份

的耐盐级别则达到了 (&

’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从 ’! 份参试亲本材料中鉴定和筛选出

对盐胁迫抗性强的亲本材料 ’ 份! 为冀张薯 ! 号%
坝薯 ) 号% 一墩青! 抗性较强的亲本材料 $ 份! 为

$(,( 和 -./*,#(! 其余 ’" 份亲本材料抗性弱或无

抗性& 这为今后马铃薯耐盐碱种质资源的创新和新

品种的选育提供了优质亲本材料和科学依据&
目前! 国内在对大批量亲本资源和育成品种的

耐盐性筛选研究方面的报道很少! 尤其是对大田的

作物耐盐性研究更有待深入! 康玉林等0&1曾对个别品

种的耐盐碱性进行了研究& 本文的结果仅限于在组

培条件下的试管苗! 尚有待于在田间作进一步研究&

! + , - . "

0 ( 1 马 恢! 尹江! 张希近! 等# 冀西北盐碱地马铃薯无性系农艺性

状主成分及聚类分析 021# 中国马铃薯! $""&3 ++’ ’( 4 (’*5(’)#
0 $ 1 王新伟# 不同盐浓度对马铃薯试管苗的胁迫效应 021#马铃薯杂

志! (,,)6 ($’ &( 4 $"’5$"+#
0 ’ 1 唐启义! 冯明光# 实用统计分析及其 789 数据处理系统 0:1#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0 & 1 康玉林! 徐利群! 张春霞! 等# 不同盐浓度对马铃薯实生苗

的影响 021# 马铃薯杂志! (,,*6 ("’ (( 4 (+5(,#

$%&’()*’) ;<= >?@AB?=BC !" #!$%& DE ’! >DB@BD F@GH=BH=C I=G= CBG=CC=J DA :9 K=JH@ CL>>?=K=AB=J IHB< M@-N
@B B<= G@B= DE "O6 "#$%6 "#&%6 "#*%6 @AJ "#)%6 G=C>=PBHF=?Q6 BD HJ=ABHEQ B<= F@GH=BH=C BD?=G@AB BD C@?B#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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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G@AP= BD "#*% C@?BS @AJ B<G== F@GH=BH=C6 IHB< BD?=G@AP= BD "#)% # ;<= F@GH=BH=C IHB< CBGDAT BD?=G@AP= BD C@?B
C=?=PB=J K@Q U= LC=EL? @C >@G=AB@? K@B=GH@?C HA >DB@BD UG==JHAT >GDTG@K EDG C@?B BD?=G@AP=#

+,- ./(0&) >DB@BDS >@G=AB@? K@B=GH@?S >?@AB?=BC !" #!$%&S C@?B BD?=G@AP=S C=?=PBHDA

1)2’ 3/2,()4*, /5 62)4’2,’& !" #!$%& 74
1/8, 6/’)’/ 9,(8:2)&8

’() *!+",- ./ 01!- 234 0&",561"

’ V=U=H VHT< W?BHBLJ= @AJ -D?J -GD>C NACBHBLB=6 X<@ATU=H "+*&!"6 V=U=H6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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