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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在组培条件下获得的马铃薯试管微型薯

（简称试管薯）�具有生产季节不受限制、易
贮藏运输、栽培成活率高等突出优点�在资
源保存、交换、种薯生产方面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但由于结薯时间不一�休眠期长且
发芽极不整齐�直接播于温室或网室后出苗
时间长�不利于管理�极大地障碍着脱毒小
薯的生产。

利用 GA3浸种、RS 熏蒸 （氯乙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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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烷、四氯化碳按7∶3∶1的体积比的混合
液） 等均能有效地打破试管薯的休眠〔1～5〕。
但许多介绍认为�GA3打破休眠会促进节间
伸长�形成纤细苗〔6�7〕�而 RS 熏蒸是否对
试管薯的生长有不良影响尚未见报道。为探
讨 GA3和 RS 等处理后对试管薯生长的影
响�特进行本试验。

2　材料和方法
2∙1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马铃薯品种Mira试管薯。
　　供试药剂：GA3、氯乙醇、二氯乙烷、

表4　母薯地与末期移栽地产量比较
比较项目

种薯规格 （g／个）
336∙0 208∙5 125∙8 78∙1 29∙7 13∙0 3∙8

母薯地产量 （kg／667m2） 2144∙0 1875∙0 1618∙5 1480∙4 2443∙4 1546∙4 1714∙3
末期移栽产量 （kg／667m2） 405∙1 289∙1 439∙1 404∙3 606∙2 459∙8 631∙1
母薯地比移栽增 （％） 429∙1 548∙6 268∙6 266∙2 303∙1 236∙3 171∙6

4　小结与讨论
采用75g以上的脱毒种薯作快繁材料�

幼苗健壮�繁殖系数大�能充分挖掘种薯繁
殖潜力�加快脱毒薯推广速度�提高脱毒薯
应用的社会效益。

脱毒种薯继代繁殖中产生退化�是农业
害虫 （主要是桃蚜） 把病毒传播到植株枝叶
上�然后在枝叶内繁殖转运到块茎逐年积累

的结果。缩短田间生长期�减少蚜虫传毒机
会�不失为繁殖健壮薯种的措施之一。通过
试验初步认为�在2600m左右海拔地区�4
月下旬至5月中下旬�是比较适宜的移栽
期。

母薯的腐烂�可能给幼苗提供有益的生
长发育物质�促进幼苗健壮生长。在快繁
中�根据母薯大小合理安排密度�在最后一
期切苗时�留下适当数量的苗在母株圃�能
提高繁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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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2�4-D、75％酒精、蒸馏水。
2∙2　试验设计及方法

① （2�4-D0∙2mg＋GA32mg） ／L 溶液�
针刺试管薯后浸种24h�每刺一个薯块用
75％的酒精将针消毒；②RS 液熏蒸24h；
③15mg／L GA3浸种30min；④试管薯自然
通过休眠 （CK）。

将刚收获的试管薯按上述方案进行处

理�再将经过处理的试管薯置于蛭石中�室
温 （＜10℃） 湿润催芽�催芽过程中定期观
察发芽率及烂薯情况�待芽长至0∙5cm 左
右时�即播种于网室内�每小区播种10株�
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管理水平同原种
生产。生育期间对植株及生育性状、病害等
进行调查�测量叶面积。用25％甲霜灵500
倍液防治晚疫病。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3　试验结果
3∙1　各处理的发芽率

表1　各处理的发芽率 （％）
处　理

处理后周数

4 5 6 7 8 9 10 11
烂薯率

（％）
2�4-D＋GA3 8 60 82 94 100

RS 2 14 34 58 86 90 90 96 4
GA3 4 28 50 78 90 90 90 92 8
CK 2 4 12 20 36 42 52 76 14

　　不同处理试管薯的发芽率见表1。2�4-
D＋GA3混合液的催芽效果最好�在处理后
8周即全部发芽�且无烂薯�这与黄大恩
等〔5〕的研究结果相似。RS 熏蒸和 GA3浸种
在处理后11周分别达96％和92％�而 CK
处理仅达76％�且烂薯率高达14％。
3∙2　各处理的生育性状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催芽方法处理
后�试管薯的生育性状无明显的差异。

表2　各处理的生育性状
处　理

出苗期

（日／月）
现蕾期

（日／月）
开花期

（日／月）
成熟期

（日／月）
2�4-D＋GA3 10／4 28／5 11／6 10／8

RS 10／4 28／5 11／6 10／8
GA3 10／4 28／5 11／6 10／8
CK 10／4 28／5 11／6 10／8

3∙3　各处理的植株性状
　　从表3看出�株高以CK处理的92∙8cm
最高�GA3处理的85∙9cm 最低；茎粗以
RS处理的1∙09cm最粗�GA3处理的0∙9cm
最细；单株主茎数以CK处理的4∙7个最多�
2�4-D＋GA3处理的1∙7个最少；单株分枝
数以 RS 处理的14∙3个最多�GA3处理的
11∙0个最少；单株叶面积以 RS 处理
的5288∙1cm2最大�GA3处理的3826∙1cm2
最小。经过方差分析�各植株性状处理间的
差异均不显著�说明各催芽方法对试管薯的
植株生长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3　各处理的植株性状
处　理

株高

（cm）
茎粗

（cm）
单株主茎数

（个）
单株分枝数

（个）
单株叶面积

（cm2）
2�4-D＋GA3 91∙31∙07 1∙7 13∙0 5142∙6
RS 88∙01∙09 2∙7 14∙3 5288∙1
GA3 85∙90∙90 2∙0 11∙0 3826∙1
CK 92∙80∙97 4∙7 11∙3 4645∙5

处理间 F值 0∙153∙00 1∙51 1∙62 1∙44
　　注：F0∙05＝4∙76

3∙4　各处理的主要经济性状
从表4可以看出�单株产量以GA3处理

的0∙58kg 最高�RS 处理的0∙42kg 最低；
单株结薯数以 CK处理的16∙3个最多�2�4-
D＋GA3处理的11∙5个最少；≥50g薯块重
量百分率以2�4-D＋GA3处理的65∙15％最
高�CK 处理的57∙09％最低。经过方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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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各性状处理间的差异均不显著�说明各
催芽方法对试管薯的主要经济性状不存在显

著影响。
表4　各处理的主要经济性状

处　理

　

单株产量

（kg）

　

单株薯数

（个）

≥50g薯块
重量百分率

（％）
2�4-D＋GA3 0∙45 11∙5 65∙15

RS 0∙42 12∙5 59∙64
GA3 0∙58 15∙3 57∙87
CK 0∙47 16∙3 57∙09

处理间 F 值 1∙09 2∙60 0∙55
　　注：F0∙05＝4∙76

4　讨　论
本试验仅对试管薯的正常植株性状进行

了观察。试验结果表明�GA3以及2�4-D＋
GA3浸种催芽�与试管薯自然通过休眠相
比�在株高、茎粗、主茎数、分枝数、叶面
积以及主要经济性状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据资料介绍�GA3对矮生植物的伸长效果特
别明显�而对同种植物的正常品种效果小�
甚至没有；促进禾本科植物叶的伸长�对双
子叶植物叶面积的扩大作用较小或不明

显〔8〕。
试验证明�2�4-D＋GA3针刺浸种、GA3

浸种、RS 熏蒸�均能有效地打破试管薯的
休眠。但 GA3浸种、RS 熏蒸与2�4-D＋GA3
针刺浸种相比�发芽时间相对较长�且均有

不同比例的烂薯。而2�4-D＋GA3针刺处理�
不仅发芽率高�且发芽时间短�无烂薯。据
黄大恩等〔5〕的研究表明�用针刺试管薯�在
20℃±1℃条件下�以 （2�4-D0∙2mg＋GA3
2mg） ／L配方溶液浸种8h�处理后1周发
芽率即达86％�3周即达100％。由于本试
验的处理温度较低�因此�发芽时间较他们
的研究结果相对延长�但总的趋势是相似
的。利用此方法对试管薯进行催芽�将显著
地提高试管薯的利用率�降低脱毒小薯的生
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促进脱毒种薯生产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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