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扦插时期
、

光照与密度等条件在马铃薯微型薯生产中的影响—梁东超 李文刚 胡志全等

扦插时期
、

光照与密度等条件在

马铃薯微型薯生产中的影响

梁东超 李文刚 胡志全 赵秀艳 乌 日根

�内蒙古农科院马铃薯小作物研究所 。������

摘 要

在马铃薯微型薯生产过程中
，

扦播时期不 同
，

使马铃薯植株不 同物候期所处的

环境条件不 同
，

严重影响植株生物学性状及微型薯产量
。

试管苗扦播生根主要受温

度影响
，

光照通过影响温
、

湿度对生根起作用
。

密度不 同
，

植株生长受到影响
，

微

型薯数量与产量均不 同
。

关键词 扦插时期
，

光照
，

密度
，

马铃薯
，

微型薯

� 前 言

马铃薯微型薯生产需要多个环节
，

而每

个生产环节都受到外界条件的严重影响
。

脱

毒苗扦插生根
，

脱毒苗健壮生长
，

微型薯形

成及膨大等每个过程
，

如得不到有效控制
，

最

终都影响马铃薯微型薯的产量
。

实现马铃薯

微型薯工厂化生产
，

必须摸清制约微型薯生

产各环节的外界条件因子
，

为微型薯生产创

造条件
，

达到高效益
，

低成本
，

实现马铃薯

微型薯生产规模化
、

产业化
。

� 材料和方法

�
�

� 供试品种

内薯 �号脱毒试管苗
。

本品种产量中等
，

淀粉含量高
，

需要高水肥条件
。

收稿 日期
� ����一��一��

�
�

� 田间设计与试验安排

本试验安排 �个扦插时期
。

第一次扦插在 �月 � 日
，

密度 ��� �

����
，

作遮阴对比
。

第二次扦插在 �月 �� 日
，

密度 ��� �

����
，

作遮阴对比
。

第三次扦插在 �月 �� 日
，

设三个密度

��� � ����
、
��� � ���

、
��� � ���

，

作遮阴

对比
。

上述各时期试验均为 �次重复
，

随机排

列
，

每小区 ��� 株
，

扦插于防蚜网棚内
，

在

蛙石
�

羊粪 一 �
� �的基质中扦插后用塑料

膜覆盖保湿
，
�� 后去除塑料膜

。

�
�

� 取样

扦插 �� 后开始取样调查生根率
，
生根天

数为从扦插到生根率达 ���时的天数
。

扦插

��� 后取样调查成活率
，
��� 收获测产

，

并调

查植株的一些植物学性状
，

每次取样均采用

每小区随机取样 ��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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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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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 对生根的影响

�
�

�
�

� 不 同扦播期的影响

表 � 不同扦擂期生根结果

�
�

�
�

� 光照的影响

表 � 遮阴与不遮阴对生根及成活率的影响

扦插期

�月�日

光照处理
生根天数 成活率 测定光强 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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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插时间
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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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天数

���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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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为其它条件一致下 �密度 ��� �

����
，

遮阴�的结果
。

可以看出
，

随环境温

度升高
，
生根天数缩短

，

生根快
。

但在 �月

�� 日时扦插的生根期内
，

由于温度过高
，

植

株成活率显著下降
。

从表 �看出
，

同一时期扦插
，

遮阴处理

成活率高
，

但生根时间长
。

光强测定的结果

表明
，

生根时间的长短与实际光照强度之间

没有规律
，

而与环境温度有直接关系
。

与

�
�

�
�

�结论相同
，

光强只是通过影响温
、

湿度

对生根起作用
。

�
�

� 对生物学性状及微型薯产量的影响

�
�

�
�

� 不 同扦播时期对生物学性状及产量

影响

由表 �看出
，

不同时期扦插
，

生物学性

表 � 不 同扦插时期对微型薯生长发育的影响

扦插期 收获期
形成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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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表现出显著差异
。
�月 巧 日扦插苗出现徒

长 现象
，

与前期生长 �� 月 �� 日一 �月 ��

日�高温雨季有关
。
�月 � 日扦插苗收获后单

株平均结薯数与薯重明显高于其它时期
。

�

月 ��日扦插苗收获平均单株结薯很少
，

且有

相当部分不结薯
，

此阶段薯块形成期处于高

温时期
。

�
�

�
�

� 光照 密度对生物学性状及产量影响

从表 �可见
，

无论是正常光照还是遮阴

处理
，

上述各性状基本都随密度增大而减少
，

表 � 光照密度对生物学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调查的单株平均值�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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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单株平均结薯数无明显差异
，

那么单位

面积上的结薯数就随密度增大而增加
，

但薯

重随密度增大而减少
。

遮阴与正常光照比较
，

遮阴出现徒长现

象
，

而结薯数与薯重明显低于正常光照
。

收
，

影响光照指数
，

从而影响生长及结薯数

量与薯重的关系 �能量平衡关系�
。

但薯块形

成期在高光强
、

相对低温条件下时
，

结薯数

多
，

薯重大
。

也就是说高光强
、

低温对薯块

形成有利
。

� 讨 论
参 考 文 献

植株无论生根
、

生长还是结薯均受到外

界因子的严重影响
。

温度高
、

生根快
，

但由

于高温
、

高光照影响环境及体内水分蒸发

�或蒸腾�
，

易造成植株缺水萎蔫而死
，

成活

率降低
。

在生长及结薯研究过程中
，

由于扦插时

间不同
，

使植株的生长期与收获期所处环境

均不同
，

在高温时期低光照 �遮阴�下植株

生长快
，

出现徒长现象
。

密度影响养分的吸

谢从华等
�

种植密度与马铃薯块茎大小的分布— �
�

块茎大小分布的数学模型及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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