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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马铃薯品种克新3号为试验材料�在诱导结薯的过程中以不同浓度的香豆素和 BA 进
行处理�研究香豆素和BA对试管薯诱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诱导结薯的培养基中�添加香豆素30
mg／L＋BA3∙0mg／L＋活性炭0∙1％时�获得的微型薯块茎较大且大薯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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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一直是试管薯诱导培养基中

必不可少的成分�它们通过参与植株的代谢而改变
其正常的营养生长过程�最终诱导试管苗形成微型
试管薯［1］。目前�已有不少报道试管诱导结薯的
优化条件组合［2～5］。本试验试图了解不同 BA 浓度
和不同的香豆素浓度对马铃薯块茎形成的影响�以
便进一步明确适宜诱导的激素浓度。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选用本所繁育的克新3号试管苗为供试材料。
2∙2　试验方法
2∙2∙1　获得一致的基础苗

取一株带有4～5个茎节的试管苗�在无菌条
件下切成单节茎段�转接到盛有30ml经过高压灭
菌的固体繁育培养基 （MS＋0∙05mg／L 6-BA＋
3％蔗糖＋1g／L 活性炭＋8g／L 琼脂�pH为5∙8）
的罐头瓶中进行培养。温度为 （25±1）℃�光照为
16h／d。待试管苗长至5个茎节左右�在同样条件
下进行扩繁�诱导出足够的、来源一致的基础苗。
2∙2∙2　壮苗培养

取出马铃薯基础苗�在无菌条件下切成单节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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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漂浮于液体培养基 （固体培养基去除琼脂） 表
面。每个罐头瓶加10ml 液体培养基�接10个茎
段�在 （25±1）℃�光照为16h／d下培养21d。
2∙2∙3　试管薯的诱导

待试管苗长成壮苗后再进行切段�置于以下各
试验设计的诱导结薯培养基中。每瓶8株�每处理
为32株试管苗。移入诱导培养基中的试管苗先置
于2000lx 光照下培养�待芽长出后转入暗培养�
培养温度为 （25±1）℃�60d 后收获。试验结果
以直径大于3mm 的微型薯进行统计�直径大于5
mm 的微型薯称为大薯。统计微型薯产量 （g／瓶）
和大薯率 （大薯占结薯总数百分数） 等指标。

试验一：香豆素、BA单独处理。
马铃薯诱导培养基中不变的成分是 MS＋蔗糖

8％�pH为5∙8�所加激素如表1所示。
表1　香豆素和 BA诱导培养基

处 理 培养基

1 香豆素2mg／L
2 香豆素10mg／L
3 香豆素15mg／L
4 香豆素30mg／L
5 香豆素50mg／L
6 BA3∙0mg／L
7 BA6∙0mg／L

试验二：香豆素＋BA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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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结薯的培养基中同时加入香豆素和 BA�
其浓度如表2所示�pH为5∙8。不变的成分为 MS
＋蔗糖8％。

表2　香豆素＋BA的诱导培养基
处 理 培养基

A 香豆素15mg／L＋BA3∙0mg／L
B 香豆素15mg／L＋BA6∙0mg／L
C 香豆素30mg／L＋BA3∙0mg／L
C 香豆素30mg／L＋BA6∙0mg／L

试验三：活性炭的处理
本试验设两个处理：①MS＋香豆素30mg／L

＋BA3∙0mg／L＋蔗糖8％＋活性炭0∙1％；②MS
＋香豆素30mg／L＋BA3∙0mg／L＋蔗糖8％。
3　结果与分析
3∙1　香豆素、BA对单瓶试管薯重量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香豆素浓度的增加�结
薯数也随着增加。但薯重却呈抛物线�以添加香豆
素30mg／L 的培养基诱导出的薯块最重�且与其
他培养基诱导的呈显著差异。加入香豆素2∙0mg／
L 的培养基诱导效果最差。
表3　单独添加不同浓度香豆素和BA诱导结薯情况
激素水平

（mg／l）
结薯数

（个／瓶）
薯重

（g／瓶）
平均薯重

（g／个）
香豆素　

2 3 0∙1231ceC 0∙0410
10 4 0∙1413cdB 0∙0353
15 4 0∙1717bB 0∙0429
30 5 0∙2689aA 0∙0538
50 6 0∙1289cdB 0∙0215

BA　　
3∙0 4 0∙1409cdB 0∙0352
6∙0 5 0∙1562bcdB 0∙0312

3∙2　香豆素和 BA混合使用对试管薯的影响
根据试验一的结果�我们选择香豆素15mg／

L、30mg／L 分别与 BA3∙0mg／L、6∙0mg／L 混合
添加入结薯培养基中�以筛选出诱导产量高的结薯
培养基。表4的结果显示�C 组合 （香豆素30

mg／L＋BA3∙0mg／L） 诱导出的薯块重量与其他组
合诱导出的薯块重量存在着极显著差异�与 D 组
合 （香豆素30mg／L＋BA6∙0mg／L） 存在着极显
著差异。
表4　香豆素和 BA混合使用对试管薯诱导的影响
处 理 结薯数 大薯数

大薯率

（％）
单瓶薯重

（g）
A 9 3 33∙33 0∙4062bAB
B 10 5 50∙00 0∙4418bAB
C 7 4 57∙14 0∙6490aA
D 12 4 33∙33 0∙3089bB

3∙3　活性炭的影响
由表5可以看出�加入0∙1％活性炭的培养基

诱导出的薯块在单瓶薯数、单瓶薯重及单株薯数和
成薯指数均优于对照 （不加活性炭的）。其中单瓶
重比对照增加0∙0923mg�结薯率增加28∙57％。
但由于小薯的增加�导致平均薯重的降低。

表5　活性炭对试管薯诱导的影响
处 理

结薯数

（个）
单株薯数

（个）
单瓶薯重

（mg／L）
单薯重

（mg）
成薯指数

（IP）
AC0∙1％ 9 1∙125 0∙7835a 0∙0869 4∙1740
对　照 7 0∙875 0∙6912b 0∙0987 3∙0845

4　讨　论
马铃薯试管薯的形成和发育受多种外界环境条

件影响�外源激素的影响尤为明显。有学者认为�
只要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植物体内能合成足够的
内源激素或结薯刺激物�任何外源生长调节剂都可
取消［6］。但在相同条件下�不添加外源诱导剂将
使结薯时间推迟�且结薯率低�一般结薯率为
10％～15％�在生产上不适用。本研究表明�合理
地加入诱导激素可提高试管薯的产量。其中以香豆
素30mg／L＋BA3∙0mg／L＋活性炭0∙1％的组合
效果最明显。

试验还发现�结薯与外植体的生理年龄和健壮
程度有关�生理年龄老的、植株健壮的切段比幼嫩
的更容易结薯�且在加入诱导培养基后5d 左右即
在叶腋处开始结薯�但结于此处的薯块若遇光照易
使顶芽萌发�长成幼苗。因此�应及时将试管苗置
于暗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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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条件下早熟马铃薯施钾肥增产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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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裂区试验结果表明�白银区耕灌灰钙土在无氮肥配合的条件下增施钾肥对早熟马铃薯产
量效果不明显�在 N15的条件下随着钾素水平的不断递增�增产效果趋于明显�当 K2O 的投入量为
12∙25kg／667m2时�鲜薯产量达到最高�为2600kg／667m2�经济最佳投入量为8∙7kg／667m2�对应
的鲜薯产量为2580kg／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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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专家们在分析本地区土壤普查资料后比较一致

的观点认为：白银市灌区耕灌灰钙土养分的基本特
点是氮不足、磷极缺、钾丰富。然而随着农业生产
水平的不断提高�氮磷肥施用量的增加�农作物产
量大幅度提高�土壤中钾素将因大量消耗而匮乏。
近年来�一系列肥料试验表明�多数对钾素营养反
应较迟钝的农作物施用钾肥后均表现出增产效果�
而对钾素较为敏感的马铃薯�施用钾肥后增产作用
如何呢？为此我们进行了此项试验�以期为制定早
熟马铃薯产业发展中环境保护条件下的养分资源综

合管理生产技术体系提供科学施肥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供试土壤为耕灌灰钙土�前茬为小麦�播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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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层土壤养分有机质为17∙18g／kg、碱解氮107
mg／kg、速效磷8∙8mg／kg、速效钾191∙6mg／kg、
pH为8∙11。供试马铃薯品种为克新1号�沟垄覆
膜种植�密度为4650株／667m2。肥料种类为尿素
（含氮量为46％） 和硫酸钾 （含 K2O33％）�于起
垄的当天一次施入垄的底部。

试验为裂区设计�氮肥为主区�设 N0、N15两
个水平；钾肥为副区�设 K0、K8、K16、K24、K32
五个水平 （下标分别表示667m2施用纯氮和氧化
钾的使用千克数）。小区面积20m2�重复两次�
随机区组排列。其他管理同于大田。
3　结果与分析
3∙1　施氮与产量的关系

由表1可见�主处理两个氮素水平之间产量的
差异较为明显。钾素的投入水平不同�氮素的增产
作用有差异�增产幅度在38∙5％～60∙7％。趋势
是：氮钾配合的情况下�随着钾素投入水平的不断
递增�增产效果趋于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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