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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化学物质对马铃薯微型薯  
形成及其经济产量的影响

梁东超 李文刚 赵秀艳 孔繁春
（内蒙古农科院马铃薯小作物研究所 010031）

摘 要
在微型薯形成机理研究过程中，选择5种化学物质在矿物质营养、激素控制、有

机物输导等方面进行正交组合试验，结果表明： 对微型薯形成经济产量 （2g 以上微
型薯数量） 的影响作用主次顺序为：膨大素＞硼酸＞B9＞KH2PO4＞维它尔营养液。F
测验膨大素水平间差异极显著，H3BO4、 B9等表现差异显著，KH2PO4与维它尔营养
液水平间无显著差异，最优作用组合为：每平米单位面积叶面喷施，膨大素200mg／l
＋H3BO430mg／l＋B95ppm＋KH2PO4500mg／l＋维它尔300倍液，多方面综合评
价： B95ppm＋膨大素200mg／l＋KH2PO4500mg／l＋维它尔400倍液为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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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马铃薯微型薯工厂化生产过程中，微
型薯形成的数量及重量是两个重要指标，影
响生产的经济价值，不能单独要求数量或重
量。 薯块较大，造成能量浪费，影响经济产
量；薯数多就有一部分薯块达不到微型薯质
量要求。 为达到最大经济产量，在密度、 收
获时间等物理条件相对一致条件下，采用化
学控制，设置本项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以5月5日移栽内薯7号脱毒试管苗作
研究对象，移栽至育苗盘中，每盘30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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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0d后开始试验处理。
1.1 试验材料

膨大素、 KH2PO4、 维它尔营养液、
H3BO4、 B9。
1.2 试验方法

采用5因素3水平正交组合，共9个处
理3次重复，叶面喷施。 每个处理3个育苗
盘，喷后30d开始收获，调查结薯数量及重
量，以2g 薯重为基准。

处理的因素水平见表1。

表1 处理的因素和水平

水
平

因  素
H3BO4 B9  膨大素 KH2PO4  维尔它

 （ A ）   （ B）  （ C）  （ D）  （稀释浓液） （ E）
1 0ml／l 0ppm 100mg／l 0 500x
2 15ml／l 5ppm 200mg／l 500ml／l 400x
3 30ml／l 10ppm 300mg／l1000ml／l 3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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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表2中和数极差直观地显示，对形成2g
以上微型薯数量的影响作用主次顺序为，膨

大素＞H2BO4＞B9＞KH2PO4＞维它尔营养
液。

经方差分析 （表3） ，膨大素 （ C） 表现作
用结果极显著，A （ H2BO4） 、 B （ B9） 二者均
作用显著，其余因素水平间作用无显著差异。

表2 试 验 结 果

试验号 处  理 H3BO4 B9 膨大素 KH2PO4 维它尔
10株产2g 以上微型薯数

 Ⅰ    Ⅱ    Ⅲ 和

1 A1B1C3D2E2 1 1 3 2 2 18 20 16 54
2 A1B2C1D1E1 1 2 1 1 1 20 19 18 57
3 A1B3C2D3E3 1 3 2 3 3 20 21 22 63
4 A2B1C2D1E2 2 1 2 1 2 19 18 16 53
5 A2B2C3D3E1 2 2 3 3 1 16 13 18 47
6 A2B3C1D2E3 2 3 1 2 3 14 17 19 50
7 A3B1C1D3E1 3 1 1 3 1 16 15 13 44
8 A3B2C2D2E3 3 2 2 2 3 21 22 26 69
9 A3B3C3D1E2 3 3 3 1 2 20 18 16 54

T1 174 151 151 164 173 164 163 164 491
T2 150 173 185 173 161
T3 167 167 155 154 157
R 24 22 34 19 16

表3 水平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F0.05 F0.01
区组 0.07 2 0.035 ＜1 3.746.51
A 33.85 2 16.92 4.45*

B 28.47 2 14.37 3.78*

C 76.74 2 38.3710.10**

D 20.07 2 10.04 2.64
E 15.40 2 7.70 2.03
误差 83.2 14 3.80
总 228.07 26

表4 水平间差异比较

因素水平 结薯和数
显著性 LSR

a＝0.05 a＝0.01
A1 174 a A
A3 167 ab A
A2 150 b A
B2 173 a A
B3 167 ab A
B1 151 b A
C2 185 a A
C3 155 b B
C1 151 b B

  对作用显著的三因素进行水平间差异比
较，采用 q测验，结果见表4。

膨大素200mg／l （ C2） 比其余水平差异表
现效果极显著，A1、 B2两水平相对显著。

上述分析结果与表1直观结果相一致，
表明因素一级互作不显著。 所以在直接观察
所得最优组合A3B2C2D2E3基础上，根据上述
分析结果，考虑成本，综合评价：A1B2C2D2E2
为最佳方案，即B95ppm＋膨大素200mg／l＋
维它尔400倍液＋KH2PO4500mg／l。

3 讨 论

微型薯形成受脱落酸 ABA 与赤霉素
GA 的比值影响。 薯块膨大与有机物运输有
一定关系。 B9抗赤霉素，抑制顶端生长，它
的作用是改变 ABA 与 GA 比值。 H3BO4、
KH2PO4对有机物运输起作用，一定条件下
促进淀粉积累。 维它尔营养液是一种营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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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癌肿病生物防御试验初报

龚兆胜 赵正平 马建文
（云南农业大学 昆明 650201）

1 前 言
1888年在匈牙利首先发现了马铃薯癌

肿病。此后在欧洲其它国家以及南非、印度、
秘鲁、 墨西哥、 加拿大、 美国陆续有了这方
面的报道。 到本世纪70年代，在我国云南、
贵州、 四川三省交界的一些高寒阴湿地区也
发现了癌肿病〔1〕。

对于这种病现在一般的防治措施是： 加
强检疫，种植高抗癌肿病品种〔2，3〕和实行轮

作。 这些措施虽起到一定的防治作用，但都
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引起这种病害的病原菌
仍是无能为力。 事实上，这种病正呈蔓延之
势。 为遏制这种病的危害，笔者在近年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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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试验中，出现了一种可喜的苗头： 施用
206菌对马铃薯癌肿病病原菌 〔Synchy trium
end obiotium （ schilb．） perc．〕 有明显的防御
作用，最终表现在植株基本无病状，马铃薯
产量比病株增加近4倍，比正常株增加
33％，但对已经染病的种薯没有治愈效果。可
以说这种方法能防不能治。 现将试验情况报
告如下：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时间和地点：1996年12月至次年4
月，昆明市。

试验材料： 带病马铃薯取于云南省寻甸
县金源乡，生物防御微生物206菌 （笔者选
育） 。

衡液，除供给植株所需营养外，还可平衡氮
肥增加ABA 含量。膨大素成分不详，据报道
能促进薯块形成与淀粉积累，所以它的作用
最明显，B9与H3BO4仅次之，其它因素作用
没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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