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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源诱导剂对克新8号马铃薯微型薯诱导效果的影响
李 凤 云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克山　161606）

摘　要：以 “克新8号” 脱毒试管苗为材料�研究了在20±2℃、全黑暗条件下�添加不同浓度
的外源诱导剂 （BAP、NAA、香豆素、B9） 对微型薯诱导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BAP 诱导的最佳
处理浓度为5mg／L；NAA诱导的最佳处理浓度为5mg／L；香豆素诱导的最佳处理浓度为20mg／L；
B9诱导的最佳处理浓度为1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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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在使用外源诱导剂诱导马铃薯微型薯的研究

中�连勇等［1］研究结果表明：为提高试管薯的产
量和质量�缩短生产周期�外源诱导剂是必要的。
Tovar ［2］等报道：BAP 是影响结薯的重要因素之
一�培养基中有 BAP 时形成微型薯较早�且比无
激素时有更高的初始膨大率。通过计算机模拟筛
选�BAP 的最佳浓度范围为2～5mg／L ［3］。胡云
海等［4］报道�在微型薯诱导中�生长素既能促进
微型薯数量的增加�又使微型薯重量和大小增加�
最佳浓度为3mg／L。陈善娜等［5］在试验中发现�
香豆素在薯块诱导培养25～30d 是猛增阶段�在
缩短诱导周期的效果上优于 CCC。何静波等［6］试
验表明�B9对增加试管结薯的数量有良好作用�
最适浓度为5mg／L�并认为可以代替BAP应用于大
规模生产以节约成本�但他们同时也认为 B9这种作
用的大小程度还取决于供试品种的基因型。本试验
以克新8号脱毒试管苗为材料�研究这些外源诱导
剂对克新8号微型薯诱导效果的影响�为使用外源
诱导剂进行克新8号微型薯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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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选用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马铃薯育种

室保存的克新8号脱毒试管苗为供试材料。该品种
为早熟、抗病高产、鲜薯食用型品种�目前在黑龙
江、吉林、辽宁及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省
区种植。
2∙2　试验方法
2∙2∙1　试管苗的扩繁

将保存的脱毒试管苗在无菌条件下切成单节茎

段�转接到250ml 三角瓶中�每瓶接20个茎段�
用液体 MS 培养基 （MS ＋20 g 白糖�pH5∙8～
6∙0） 静置培养�每瓶50ml培养基�苗高1cm 左
右时�轻轻摇晃三角瓶�将苗摇倒�漂浮在培养液
表面�7～10d后可长出侧枝�为诱导提供足够的
试管苗。培养条件为：每天12～16h 光照�光照
强度为2000lx�温度20～25℃。
2∙2∙2　试验处理

试管苗长满250ml 三角瓶后进行诱导处理�
将三角瓶中剩余的液体培养基倒掉�加入液体诱导
培养基；MS＋8％白糖＋不同浓度的外源诱导剂
（浓度水平见表1）�pH5∙8～6∙0�每瓶加50ml�
以不加外源诱导剂处理为对照�每个处理5瓶�在
20±2℃�全黑暗条件下诱导结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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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添加的外源诱导剂及浓度水平
处理 浓度水平 （mg／L）
BAP 0 2 5 10 12
NAA 0 2 3 4 5
香豆素 0 20 30 50 80

B9 0 3 5 8 10

2∙2∙3　数据处理
诱导结薯8周后收获�统计结薯数量 （个／

瓶）、薯块直径 （mm）、薯块重量 （g／瓶）、大薯
数 （直径5mm 以上）、大薯率�对获得的数据进
行方差分析和差异显著性测验 （SSR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BAP 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试验结果 （见表2） 表明：在结薯数量上差异
显著�在其余三个性状上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高
于对照。说明低浓度有利于结薯数量的增加�但只
表现在直径3～5mm 之间小薯数量的增加�高浓
度明显增加薯重�浓度太高有抑制作用�因此�在
适宜浓度范围内能保证诱导出一定数量的大微型

薯。
表2　不同浓度 BAP 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处理
结薯数量

（个／瓶）
薯块直径

（mm）
薯块重量

（g／瓶）
大薯率

（％）
0 21∙6c 4∙06b 3∙63c 45∙77b
2 41∙6a 6∙02a 5∙84b 73∙17a
5 38∙1a 6∙67a 6∙81a 82∙36a
10 32∙5b 6∙57a 5∙33b 84∙03a
12 36∙7ab 6∙37a 5∙22b 77∙78a

3∙2　NAA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表3　不同浓度 NAA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处理

结薯数量

（个／瓶）
薯块直径

（mm）
薯块重量

（g／瓶）
大薯率

（％）
0 21∙6c 4∙06b 3∙63a 45∙77a
2 24∙1a 3∙12c 2∙86b 37∙47b
3 19∙6b 4∙72b 2∙32b 28∙68c
4 18∙4b 5∙03a 2∙33b 37∙02b
5 24∙8a 5∙34a 3∙66a 51∙76a

　　NAA是一种生长素类物质�是微型薯诱导中
常添加的成分。试验结果 （见表3） 表明：在大薯
率上差异极显著�在结薯数量上差异显著�在薯块
直径和重量上表现为高浓度处理好些�但都与对照
相差不多。
3∙3　香豆素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香豆素是一种植物生长抑制剂�现已在诱导中
使用。试验结果 （见表4） 表明：在结薯数量上差
异显著�大薯率上差异极显著�表现为低浓度促进
薯重的增加�高浓度促进结薯数量的增加�说明�
低浓度诱导效果好些�4个指标均高于对照。
表4　不同浓度香豆素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处理

结薯数量

（个／瓶）
薯块直径

（mm）
薯块重量

（g／瓶）
大薯率

（％）
0 21∙6d 4∙06c 3∙63c 45∙77c
20 36∙5c 6∙33a 6∙01a 83∙01a
30 40∙1b 6∙30a 5∙79ab 81∙78a
50 48∙7b 6∙10a 5∙57b 70∙79b
80 60∙6a 5∙61b 4∙09c 53∙57c

3∙4　B9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B9是一种生长延缓剂�现也已在诱导中使用。

试验结果 （见表5） 表明�诱导结薯数量上差异显
著�但大薯率上差异不显著�薯块直径和重量上差
异显著�说明 B9在该浓度上结薯数量一定后�不
再增加薯数�而明显增加薯块直径和重量�除结薯
数量少于对照外�其余3个指标均高于对照。

表5　不同浓度 B9对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处理
结薯数量

（个／瓶）
薯块直径

（mm）
薯块重量

（g／瓶）
大薯率

（％）
0 21∙6a 4∙06c 3∙63c 45∙77b
3 21∙2a 6∙66b 4∙57b 90∙16a
5 15∙6b 6∙96b 4∙58b 92∙65a
8 12∙3c 7∙06b 4∙10b 88∙93a
10 16∙8b 7∙85a 5∙06a 87∙68a

3∙5　不同外源诱导剂最佳处理浓度诱导效果比较
从以上结果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外源诱导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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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新8号微型薯诱导效果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不
同外源诱导剂的最佳处理①5mg／L BAP、②5mg／
L NAA、③20mg／L 香豆素、④10mg／L B9以及
对照进行诱导效果比较 （见图1～4）。差异显著性
比较 （见表6）�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克新8号的微
型薯诱导中以5mg／L BAP 处理效果最好�其次是
20mg／L 香豆素�再次是10mg／L B9处理�5mg／
L NAA处理效果最差。

表6　不同外源诱导剂对克新8号微型薯诱导的影响
处理

结薯数量

（个／瓶）
薯块直径

（mm）
薯块重量

（g／瓶）
大薯率

（％）
CK 21∙6b 4∙06d 3∙63d 45∙77b
① 38∙1a 6∙67ab 6∙81a 82∙36a
② 24∙8b 5∙34c 3∙66d 51∙76b
③ 36∙5a 6∙33b 6∙01b 83∙01a
④ 16∙9c 7∙85a 5∙06c 87∙68a

图1　不同外源诱导剂对薯块直径的影响

图3　不同外源诱导剂对结薯数量的影响

图2　不同外源诱导剂对薯块重量的影响

图4　不同外源诱导剂对大薯率的影响

4　讨　论
a．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BAP 对微型薯直径

和重量有明显促进作用�且最适浓度为5mg／L�
与前人报道结果相同。但在 NAA 诱导中并没有出
现前人报道的增加数量和重量�而且最佳浓度为5
mg／L�且在4种诱导剂中诱导效果最差。香豆素
有促进结薯数量增加的作用�这与前人报道结果一
致�B9诱导并没有增加结薯数量�而在大薯率上
有明显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参试品种的基因型不同
造成的。

b．本试验只检验了外源诱导剂单因素对诱导
效果的影响�没有进行多因素互作下微型薯诱导试
验�但结果已表明克新8号对不同外源诱导剂的反
应不同。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应根据不同品种�不
同的生产目的�选择不同的诱导剂�而且使用外源

诱导剂诱导出的块茎在大田中的表现尚需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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