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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贮藏中用 CIPC 抑芽剂戴科25号处理�试验了品种合作88、品种会－2和大西
洋的抑芽效果和重量损失。观察和测量贮存中薯块的发芽时间和芽长度�未处理对照块茎7～35d后
发芽�而且芽粗壮、长度增加很快。抑芽剂处理的薯块17～70d 后�芽眼开始见到很小的弱芽�但
生长缓慢�而且芽会逐渐地干枯死亡。贮存78～165d 中�抑芽剂处理薯块�重量损失率2∙48％～
13∙5％�对照重量损失15∙5％。结果表明�在马铃薯商品薯和加工原料薯的贮存中�应用抑芽剂处
理可以长期使块茎不发芽�重量损失较小�保持新鲜和较好的质量�在生产中具有应用价值。马铃薯
块茎收获后�放置2周以上�待块茎表皮充分木栓化后�作药剂处理�以及充分、均匀地施在块茎表
面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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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云南马铃薯具有周年生产的优势�成为面向全

国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理想的原料薯和鲜薯供应区。
近年来发展迅速�2001年鲜薯总产量536∙5万 t�
已成为全国第3大马铃薯生产省份［1］。随着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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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加工业的兴起�山区交通的改善�云南
马铃薯由农民生产后用作粮、菜和饲料�逐步向商
品化方向发展�增加了山区农民的经济收入。

但是商品马铃薯的贮存保鲜已成为云南马铃薯

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2］�在2002年春季对
宣威、曲靖、昭通、丽江、昆明5个主产区�17
个农户大春收获 （10月） 贮存的商品马铃薯调查
发现�已发芽的马铃薯块茎占35∙4％�贮存时间
120d�块茎发芽率仅1∙5％�随着2月气温回升�
贮存150d�块茎发芽率迅速增加到56∙88％�块
茎表现严重失水、表皮皱缩�而失去商品价值［3�4］。

3　讨　论
脱毒马铃薯切块腐烂�是诸多因素造成�特别

是早播�对高海拔地区来讲�春季气温低�若遇苗
期降温降雨�很容易引起切块腐烂。因此�应适时
播种。

目前大面积推广的高淀粉脱毒马铃薯品种�可
比一般品种出粉率提高17∙3％～33∙3％�但在高
海拔地区栽培�低温限制了淀粉水解酶的活性。因
此�有必要对不同海拔不同品种的淀粉水解酶的活

性对腐烂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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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马铃薯储存中缺乏保鲜、抑制发芽的技术。
因此�现有贮存条件下�抑制马铃薯过早发芽技术
是提高商品薯质量的重要措施。2002～2003年在
仓储马铃薯块茎中�采用 CIPC 抑芽剂戴科
（DEECO25美国仙农公司） 处理�获得了很好的
效果。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云南江川小春收获新上市 （4月／2002年） 无
破损、健康马铃薯块茎�品种会－2。

云南寻甸大春收获 （10月／2001年） 无破损、
健康马铃薯块茎�如有发芽的则将芽抹掉�品种合
作88。
2∙2　试验药剂

CIPC抑芽剂戴科25号 （DEECO＃25美国仙
农公司） 以商品标签最高的用量�每 kg 鲜薯用
6mg粉剂撒施在薯块表面。
2∙3　试验地点和仓库条件

在昆明 （海拔1890m） 选择较潮湿库房两间�
设换气通风设备�在温度升高时通风换气。按云南
常规马铃薯贮存的温湿度�相对湿度60％以上�
温度14～21℃；贮存中完全避光。
2∙4　试验方法和观察

马铃薯块茎装在塑料周转箱内�施抑芽剂和
对照分别按每箱10kg 的标准重量装箱�以后每
周称重量�计算和比较每箱薯块的重量损失；每
品种处理和对照各选20个芽眼�每4d 观察发芽
时间和测量块茎芽的长度�计算出各试验处理的
平均值。
2002年8月28日收获的炸薯片加工品种 “大

西洋”�收获后54d用 CIPC 抑芽剂戴科25号处理
薯块�装入塑料周转箱�每箱净重23∙5kg�在库
房存放。分别于132d （7／1／2003）；145d （20／1／
2003）；165d （9／2／2003）�称重量10箱�计算平
均重量损失�观察薯块的发芽状况。贮存的薯块分
两批送昆明天使食品总厂试炸�观察质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CIPC 抑芽剂对马铃薯块茎芽生长的抑制效果

贮存薯块的发芽时间和芽长度观察和测量�品
种合作88不处理对照薯块7d 后发芽�而且芽的

长度增加很快�每4d 生长的长度在0∙02cm 到
0∙80cm 之间。抑芽剂处理的薯块17d后芽眼开始
见到微小的弱芽�但生长缓慢�25d 后芽不但不
生长�反而开始缩小�到64d 芽干枯而死。品种
会－2不处理对照薯块35d后发芽�芽粗壮、生长
很快�抑芽剂处理薯块70d 后芽眼开始破眼�而
且芽瘦弱。以后部分芽缓慢生长�部分芽干枯不再
生长 （表1）。
表1　抑芽剂戴科25号对马铃薯抑芽效果观察
日期

处理合作88
（cm）

对照合作88
（cm）

处理会-2
（cm）

对照会-2
（cm）

9／4 0 0 0 0
16／4 0 发芽 （7d） 0 0
19／4 0 0∙68 0 0
23／4 0 1∙48 0 0
26／4 0∙2 （17d） 1∙50 0 0
30／4 0∙32 1∙58 0 0
4／5 0∙32 1∙65 0 0
8／5 0∙32 1∙71 0 0
10／5 0∙29 1∙72 0 0
14／5 0∙29 1∙73 0 发芽 （35d）
17／5 0∙28 1∙79 0 0∙2
21／5 0∙27 1∙81 0 0∙21
24／5 0∙25 1∙83 0 0∙23
28／5 0∙25 1∙85 0 0∙30
31／5 0∙17 1∙85 0 0∙36
4／6 0∙13 1∙95 0 0∙36
11／6 0∙12 2∙02 0 0∙52
18／6 芽枯死 2∙04 见芽 （70d） 0∙73
25／6 　 2∙05 见芽 0∙88
2／7 　 　 0∙04 1∙18
9／7 　 　 0∙06 1∙42
16／7 　 　 0∙06 1∙62
23／7 　 　 0∙07 1∙81
30／7 　 　 0∙08 2∙31
6／8 　 　 0∙11 2∙76
13／8 　 　 0∙12 3∙27
20／8 　 　 0∙13 3∙94
27／8 　 　 0∙15 4∙44
3／9 　 　 0∙16 4∙18

3∙2　马铃薯块茎的重量损失观察
在马铃薯块茎贮藏中�每周称重用 CIPC 抑芽

剂处理块茎与对照块茎的重量�结果表明�抑芽处
理的合作88品种�在贮存78 d 中重量损失
1∙38kg�损失率为13∙5％。对照重量损失1∙58
kg�损失率为15∙5％ （表2）。处理会－2超过对
照重量损失�是因为试验中�品种会－2采用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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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收获的鲜薯�块茎刚从地里挖出2d 就进行抑芽
处理�而且是抑芽剂直接施在块茎表面�10d 后
处理块茎表皮发现溃变�以后个别块茎腐烂�造成
一定的损失。

表2　马铃薯块茎的重量损失的比较
（单位：kg） 　

日期 处理合作88对照合作88 处理会-2 对照会-2
9／4 10∙20 10∙20 10∙20 10∙20
16／4 10∙18 10∙08 10∙11 9∙91
23／4 9∙94 9∙85 9∙87 9∙81
30／4 9∙84 9∙74 9∙78 9∙77
8／5 9∙70 9∙53 9∙69 9∙71
14／5 9∙65 9∙46 9∙65 9∙67
21／5 9∙61 9∙37 9∙63 9∙66
28／5 9∙55 9∙23 9∙58 9∙65
4／6 9∙46 9∙14 9∙57 9∙65
11／6 9∙26 8∙79 9∙53 9∙60
18／6 8∙92 8∙77 9∙51 9∙60
25／6 8∙82 8∙62 9∙47 9∙56
重量损失 1∙38 1∙58 0∙73 0∙64

3∙3　加工原料马铃薯 “大西洋” 的贮存试验
表3　加工品种 “大西洋” 贮存试验效果 （kg）

处理箱号
贮存天数 （d）

132 145 165
1 22∙95 22∙85 22∙82
2 22∙90 22∙70 22∙70
3 23∙05 22∙75 22∙72
4 22∙95 22∙75 22∙70
5 22∙90 22∙90 22∙73
6 22∙92 22∙85 22∙68
7 22∙90 22∙85 22∙85
8 22∙85 22∙75 22∙60
9 22∙95 22∙85 22∙65
10 22∙80 22∙77 22∙75
平均 22∙917 22∙802 22∙730

重量损失 0∙58 0∙70 0∙77
重量损失率 （％） 2∙481 2∙970 3∙280

　　薯块经过抑芽处理后�平均重量损失：贮存
132d 的0∙58kg／箱�损失率2∙48％；145d 的
0∙70kg／箱�损失率2∙79％；165d 的0∙77kg／
箱�损失率3∙28％ （见表3）。观察薯块的发芽情

况�不作抑芽处理块茎54d开始发芽�至165d芽
的长度达到2cm。抑芽处理的基本不发芽�但在
试验中观察到�抑芽处理的块茎表面撒施到抑芽剂
的部分�不会发芽�而如果没有沾到抑芽剂的部
分�照样会发芽�表明抑芽剂没有内吸作用�药剂
处理需要均匀。炸片试验结果色泽佳、风味好�表
明原料马铃薯块茎经过抑芽处理后�重量损失少�
能够保持质量�是保证加工企业有充足、优质加工
原料的有效途径。
4　结果与讨论

a．通过试验�CIPC 抑芽剂对马铃薯块茎具有
很好的抑芽效果�在贮藏180d以上�可以抑制马
铃薯块茎基本不会发芽�而且价格便宜�可以在生
产中推广使用。
b．从试验中还可看出�CIPC 抑芽剂对新鲜的

马铃薯块茎有一定的损伤�马铃薯块茎收获后�必
须放置2周以上�待块茎表皮充分木栓化后�再作
药剂处理是很重要的。也有报道采用不直接施在块
茎表面�而用药剂挥发、熏蒸处理的方法［5］�但
在试验中发现熏蒸处理的方法效果不理想。
CIPC抑芽剂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目前

是被允许使用的化学药剂�而且被广泛用于马铃薯
的贮藏过程中。但是出于对环境安全性的考虑�有
可能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禁止使用�所以需要评价
CIPC 抑芽剂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研究更安全的马
铃薯抑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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