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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从鄂西山区引进的4个脱毒马铃薯新品种进行了产量比较试验�结果表明：鄂马铃薯
1号、鄂马铃薯3号、南中552适宜在江汉平原推广种植�并提出了相应的栽培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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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是世界上仅次于小麦、水稻和玉米的第

四种主要作物�它既是粮食作物�又是蔬菜作物�
发展我国马铃薯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马
铃薯的种植面积和鲜薯总产均居世界第一位�一般
在寒冷和高山地区种植的马铃薯产量高、质量好�
中低海拔地区不宜大量种植马铃薯［1�2］。江汉平原
是我国重要的粮仓�而湖北省荆州地处江汉平原腹
地�具有典型的江汉平原地貌与气候特征�历年马
铃薯只有零星种植。但近年来由于农业种植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加之市场对马铃薯的需要量增大�在
本地区发展马铃薯生产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筛选
出适应本地区推广种植的马铃薯新品种�同时为同
类型地区推广种植马铃薯提供科学依据�特进行了
引种试验研究。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共4个�分别是鄂马铃薯1
号、鄂马铃薯3号、南中552和 NEA303�均系从
湖北恩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引进的脱毒种薯。
2∙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位于江汉平原腹地———荆州的湖北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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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科研基地进行�属粘壤土�肥力中等�前作为水
稻。该地区属北亚热带气候�海拔35m�年降水
量为1142mm�年均气温16∙1℃�年有效≥10℃
的活动积温5240℃�无霜期230d。
2∙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子随机排列法进行设计�设置3
个重复�l2个小区�小区面积9∙6m2 （长4∙8m�
宽2m）�小区间隔0∙3m。2001年3月4日播种�
每小区按20cm×30cm 的株行距播下有芽块茎
160个�每个种薯约20g�折合播种密度为166667
株／hm2。每小区用普通过磷酸钙0∙72kg、氯化钾
0∙14kg、碳酸氢铵0∙54kg 作底肥施于播种沟内�
播后盖土并洒上混有13∙4g 呋喃丹的土杂肥5∙0
kg�盖膜催芽�15d后揭膜�4月初和4月底各除
草一次。待供试品种一致成熟后于5月16日收获�
并采取每小区随机调查10株统计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株块茎生产状况

根据各小区的统计分析结果�供试各品种的大
中薯率、单薯重及单株结薯个数分别见表1、表2
和表3�并做了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大中
薯率指标以鄂马铃薯3号最高�南中552最低；单
薯重指标以鄂马铃薯1号最高�南中552最低；单
株结薯个数指标以鄂马铃薯1号最高�NEA303最
低。
3∙2　鲜薯产量比较

分析供试品种各小区结薯产量�见表4�鄂
马铃薯1号、鄂马铃薯3号、南中552的单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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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为 25180∙56 kg／hm2、21958∙33 kg／hm2、
20743∙06kg／hm2�而 NEA303则单产相对较低�
仅为3791∙67kg／hm2。经方差分析 （表5） 和新
复极差测验 （SSR） （表4） 表明�鄂马铃薯1号、
鄂马铃薯3号、南中552三品种之间产量差异不
显著�而 NEA303与其它三品种之间差异达极显
著水平。
表1　各品种大中薯率的差异及显著性测验
品　种

大中薯率 （％）
（单薯重≥50g）

差异显著性

5％ 1％
鄂马铃薯3号 43∙1 a A
鄂马铃薯1号 36∙5 b A
NEA303 22∙5 c B
南中552 19∙2 c B

表2　各品种单薯重的差异及显著性测验
品　种 单薯重 （g） 差异显著性

5％ 1％
鄂马铃薯1号 23∙2 a A
鄂马铃薯3号 21∙2 a AB
NEA303 19∙0 b AB
南中552 17∙0 b B

　表3　各品种单株结薯个数的差异及显著性测验
品　种 单株结薯个数

差异显著性

5％ 1％
鄂马铃薯1号 79∙0 a A
南中552 76∙3 a A

鄂马铃薯3号 59∙0 b B
NEA303 40∙0 c C

表4　各品种产量的差异及显著性测验
品　种

小区产量 （kg）
Ⅰ Ⅱ Ⅲ

总和

（kg）
平均

（kg）
单产

（kg／hm2）
产量

位次

差异显著性

5％ 1％
鄂马铃薯1号 25∙14 27∙66 19∙72 72∙52 24∙17 25177∙08 1 a A
鄂马铃薯3号 19∙22 23∙42 20∙60 63∙24 21∙08 21958∙33 2 a A
南中552 14∙10 22∙72 22∙92 59∙74 19∙91 20739∙58 3 a A
NEA303 4∙38 4∙86 1∙68 10∙92 3∙64 3791∙67 4 b B

表5　各品种产量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F0∙05 F0∙01
品种间 3 764∙75 254∙92 24∙77∗ 9∙28 29∙46
区组间 2 36∙95 18∙48 1∙80 19∙16 99∙l7
误差 6 61∙73 10∙29
总变异 　11 863∙43

4　讨　论
4∙1　对引进品种的评价

从鄂西山区引进的4个马铃薯脱毒品种中�鄂
马铃薯1号、鄂马铃薯3号和南中552这3个品种
的产量与在原产地的产量持平或稍低［3～5］�而
NEA303在本试验中产量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
于严重感染病害所致。这与播种薯块大小、田间管
理水平及地区适应性有一定关系。结果表明在江汉

平原及荆州地区宜适当引进鄂马铃薯1号、鄂马铃
薯3号和南中552这3个脱毒马铃薯品种种植�在
本地表现为抗病性较强�鲜薯产量相对较高�可以
根据种植用途、品种加工性能、食味品质等特点作
适当的取舍。同时�2002年我们又从鄂西山区引
进了马铃薯脱毒原原种、原种及优良品种在江汉平
原大面积布点试种�有关结果待进一步报道。
4∙2　栽培管理措施

从试验结果及田间表现分析�在湖北江汉平原
及荆州地区推广种植马铃薯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宜适当提早播种时间�薄膜覆盖�但应避免重
霜以防止幼苗受冻；（2） 注重种薯催芽或出苗后播
种�避免种薯长时间停留在地里；（3） 生产后期要
注意观察田间病虫害发生情况�做好晚疫病等主要
病虫害防治工作；（4） 增施农家肥�改良土壤�提
高产量；（5） 适时收获�避开高温多雨期�做好贮
藏保管工作�争取丰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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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试管苗液体静置培养过程中

玻璃化的预防及壮苗措施

辛国斌�陈远达
（重庆市勉仁职业中学�重庆 北培　400700）

摘　要：应用液体静置培养技术大规模扩繁脱毒马铃薯试管苗过程中�由于营养、水分、培养条
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玻璃化试管苗的出现�轻则无法扩繁�重则造成资源的浪费
和损失。笔者主要从培养基及培养条件的改进着手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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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玻璃化苗是在试管苗进行多次重复扩繁和液体

培养条件下�试管苗变成水渍状半透明的现象�它
可严重阻碍试管苗的进一步扩繁。其发生原因主要
是培养基中水分含量过多�NH＋4 与 Ca2＋水平不平
衡。从生理上讲�可能受乙烯、植物光呼吸途径和
磷酸化糖途径的影响。在湿度很大的状况下�活化
ACC酶、生长素在转录水平上诱导 ACC 合成酶的
合成。另外�ACC 转化乙烯是由一种氧化酶所催
化�一般称为乙烯形成酶 （EFE）�它与其底物
ACC 的亲和力很高�从而引起玻璃化。

笔者在2001年的规模性扩繁脱毒马铃薯新品
种试管苗过程中出现了大批量的玻璃化试管苗�严
重的阻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为此�进行了一系列
的研究改进�在生产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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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材料

供试材料为已经过病毒检测确认无毒的马铃薯

品种 “鄂马铃薯3号”�并采用液体静置培养方法
进行规模扩繁。
2∙2　试验方法

采用重新平衡营养液中 NH＋4 与 Ca2＋�增加营
养液中糖的含量�改进状苗措施�适当添加琼脂用
量�加强培养条件的控制。
3　结果与分析
3∙1　重新平衡营养液中 NH＋4 与 Ca2＋

以 MS培养为基础和对照�用半量式试验法对
NH＋4 与 Ca2＋进行两种因素三水平九处理试验�并
重复三个培养周期�每处理接种10瓶�每瓶20苗�
2周后以出现玻璃化现象的有无及轻重程度进行定
性统计。病情指数用无、轻、中、重四级表示。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通过改变培养基某些营
养元素的用量�也即在液体培养基中增加 Ca2＋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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