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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薯2号和 Favorita两个品种为试验材料�将 MS 培养基给以不同浓度的氯溴异氰尿
酸处理�来取代高压灭菌过程�研究氯溴异氰尿酸的杀菌效果和对试管苗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培养
基中添加氯溴异氰尿酸处理的浓度为0∙70～0∙40g／L�均有良好的杀菌效果；处理浓度为0∙70g／L
的培养基�能够诱使试管苗单节茎段产生丛生芽�0∙57～0∙40g／L 的处理浓度�可以有效地缩短试
管苗的节间长度�增加单位高度内的叶片数�提高试管苗的移栽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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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分生组织培养脱毒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已

获得成功�并大面积运用于生产�但普遍存在试管
苗生产成本偏高的问题［1］。试管苗生产成本以及
试管外繁殖系数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原原种的生产
和供应�而且还直接决定着原原种的商品价格�用
户的经济承受能力�脱毒马铃薯的普及程度与生产
单位的经济效益［2］。为此�近两年来作者在如何
采用某些药物来取代高压灭菌过程�简化试管苗的
生产程序�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本文
主要就在试管苗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的氯溴异氰

尿酸的处理结果进行探讨。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为中薯2号和 Favorita�均为继代繁
殖的无毒试管苗。

50％氯溴异氰尿酸水溶性粉剂 （原名杀菌王�
浙江省诸暨市农化厂生产）。
2∙2　试验方法

本试验共设T1：MS＋0∙70g／L氯溴异氰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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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MS ＋0∙57 g／L 氯溴异氰尿酸�T3：MS ＋
0∙50g／L 氯溴异氰尿酸�T4：MS＋0∙40g／L 氯溴
异氰尿酸�T5：MS�各处理分别配制750 mL�
pH约为5∙8�分装15瓶�T5中的10瓶高压灭菌
后备用。
2∙2∙1　抗杂试验

以 T5中未经高压灭菌的5瓶作对照�再从其
余各处理中任取5瓶�置25℃下保存10d�观察
染菌情况。
2∙2∙2　培养试验

将两个品种的试管苗茎尖切除�以单节切断分
别转入保存10d 后仍无染菌迹象的培养基中�每
个处理5瓶�每瓶内15个茎段�培养温度为20～
25℃�光照12h／d�光强为2000lx�培养15d�
观测试管苗生长情况�对试验结果采用 F 测验和
LSD测验进行分析�并作各项生长指标的综合评
价。
2∙2∙3　回接试验

将 T4培养基中培养20d的中薯2号试管苗以
单节切段转入常规的扩繁培养基中�共转10瓶�
常规培养15d�观察生长及染菌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25℃下各处理的染菌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在25 ℃条件下保存10d
后�未经灭菌处理的5瓶培养基100％感染杂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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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入氯溴异氰尿酸的4个处理均无感染。因此�
就灭菌效果而言�可认为 MS＋0∙70～0∙40g／L 氯
溴异氰尿酸具有可靠的抗杂作用�可以取代高压灭
菌过程。
表1　各处理在25℃下保存10d的染菌情况
处　理 染菌瓶数

染菌率

（％）
T1 0 0
T2 0 0
T3 0 0
T4 0 0
T5 5 100

3∙2　各处理对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中薯2号和Favorita两个品种的单节茎段在 T1

培养基中均能产生大量丛生芽�芽尖呈现嫩黄色�
长至1cm 左右�便干枯死亡�而在 T2、T3、T4
中均能正常生长。因此在以单节茎段为材料培养试
管苗时氯溴异氰尿酸的使用浓度应以 MS＋0∙57～
0∙4g／L 较为适宜。如果从快繁角度考虑�并不排
除在 MS＋0∙70g／L 氯溴异氰尿酸时所产生的丛生
芽用于扩繁材料的可能性�但作为一种方法是否可
以利用适当浓度的氯溴异氰尿酸诱使产生大量丛生

芽�并适时将其分割后转接到常规培养基内进行培
养�最终获得试管苗�能在生产上具有意义�尚需
做进一步的探讨。
3∙2∙1　不同处理对试管苗根的影响

各处理对试管苗根的影响见表2和表3�结果
表明�不同处理对中薯2号和 Favorita试管苗根长
和根数的影响均未达到差异显著水平。

表2　不同处理对中薯2号试管苗根的影响 （单位：cm）
处　理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平均数 根数平均数

T2 3∙68 4 4∙09 5 7∙09 5 2∙66 7 8∙15 5 8∙15 5∙20
T3 9∙94 4 5∙70 7 10∙80 8 5∙40 4 5∙72 6 5∙72 5∙80
T4 3∙30 5 3∙15 5 8∙71 4 5∙83 4 7∙10 5 7∙10 4∙60
T6 3∙49 7 4∙25 6 4∙65 5 6∙80 4 6∙65 5 6∙65 5∙40

表3　不同处理对 Favorita试管苗根的影响 （单位：cm）
处　理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 根数 根长平均数 根数平均数

T2 3∙79 5 3∙95 4 4∙95 4 5∙12 3 3∙59 4 4∙28 3∙80
T3 4∙93 3 4∙65 5 9∙51 5 3∙79 3 4∙00 6 5∙38 4∙40
T4 5∙40 2 3∙15 4 6∙41 5 3∙98 4 4∙73 5 4∙73 4∙00
T5 7∙20 4 5∙61 4 3∙45 4 6∙60 3 5∙00 4 5∙57 3∙40

3∙2∙2　不同处理对试管苗根上部的影响
不同处理的试管苗生长情况见表4、5、6。本

研究以株高、茎粗的值作为试管苗生长势的衡量标
准。不同处理的中薯2号试管苗株高存在显著差异�
茎粗不存在显著差异�生长势存在显著差异。各处
理对Favorita试管苗的株高、茎粗和生长势的影响均
未达到显著水平�对不同处理的中薯2号试管苗株

高和生长势进行 LSD测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
水平上 T2与 T3、T4、T5在株高、生长势方面差异
显著�T5与 T3、T4差异显著�T3与 T4差异不显
著。而两个品种在 T3处理中均表现出多叶状况�这
对于提高试管苗的移栽成活率是非常重要的。从以
上分析结果表明�供试的两个品种对氯溴异氰尿酸
处理的反应不同�中薯2号反应比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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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处理对中薯2号株高、茎粗的影响 （单位：cm）
处　理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平均茎粗 平均株高

T2 0∙090 2∙48 0∙082 3∙12 0∙075 3∙19 0∙089 3∙21 0∙098 3∙12 0∙0868 3∙02
T3 0∙100 3∙40 0∙099 6∙28 0∙097 5∙49 0∙087 3∙35 0∙090 4∙08 0∙0946 4∙52
T4 0∙099 4∙61 0∙101 4∙35 0∙100 3∙92 0∙098 4∙50 0∙087 5∙51 0∙0970 4∙58
T5 0∙100 5∙90 0∙098 5∙99 0∙101 4∙78 0∙099 6∙30 0∙095 4∙80 0∙0986 5∙55

表5　不同处理对试管苗叶片数、生长势的影响
处　理

Favorita
平均叶片数 平均生长势

中薯2号
平均叶片数 平均生长势

T2 6∙60 0∙484 5∙60 0∙262
T3 7∙00 0∙577 6∙80 0∙430
T4 5∙80 0∙566 6∙20 0∙437
T5 5∙60 0∙694 6∙40 0∙547

表6　不同处理对 Favorita株高、茎粗的影响 （单位：cm）
处　理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茎粗 株高 平均茎粗 平均株高

T2 0∙090 6∙50 0∙095 3∙90 0∙098 6∙95 0∙082 3∙50 0∙087 5∙69 0∙0904 5∙31
T3 0∙107 6∙21 0∙090 5∙45 0∙081 8∙02 0∙091 5∙62 0∙089 6∙10 0∙0904 6∙28
T4 0∙100 5∙82 0∙098 4∙90 0∙102 6∙95 0∙096 4∙90 0∙102 5∙30 0∙0996 5∙57
T5 0∙101 6∙70 0∙100 6∙90 0∙088 5∙70 0∙105 8∙50 0∙098 7∙20 0∙0984 7∙00

3∙3　回接试验
在本试验中所转接的10瓶试管苗仅有一瓶出

现感染�其余9瓶试管苗的生长速度和健壮程度并
没有因曾受过氯溴异氰尿酸的作用而受影响。
4　结　论

a．本试验表明�通过向扩繁培养基中添加一
定浓度的氯溴异氰尿酸可以有效的取代高压灭菌过

程。这一措施的实施可使每升培养基直接压缩成本
约0∙80元�另外还创造了一项不容忽视的间接效
益－－－即通过上述手段简化了试管苗扩繁的生产程
序�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一个年产
50000株试管苗的组培室�可少用一名操作人员�
每株试管苗又可降低成本0∙048元。

b．0∙57～0∙40g／L 的氯溴异氰尿酸可有效的
减缓试管苗的生长速度�加大单位高度内的叶片

数�这对提高试管苗的移栽成活率是十分有利的。
c．本试验中�两个供试品种 Favorita和中薯2

号对氯溴异氰尿酸处理的反应是不同的�中薯2号
比 Favorita反应敏感�故应在保证杀菌效果的前提
下�继续减小处理浓度梯度�分别筛选出每个品种
对氯溴异氰尿酸的适度范围。

d．0∙70g／L 的氯溴异氰尿酸能够诱使马铃薯
单节茎段产生丛生芽�但是否可作为广泛的诱导剂
及其实际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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