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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以
“

米拉
”

脱毒苗为基础材料
，

研究了在不同光照和蔗糖浓度条件下
，

不同

浓度 �� 以及不 同时间加入 �� 时试管块茎形成与生长的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
，

�� 与光照条件
、

蔗糖浓度之间在影响块茎形成和生长过程中不存在显著的互作关

系
，

但三者均为块茎形成和膨大的必要条件
�

短 日照有利于旬旬茎的发生
，
�� 有

利于旬旬茎顶端的膨大
，

蔗糖浓度与块茎大小和数量有密切关系
�

本文涉及的试验

中
，

每天光照 �小时
，

蔗糖浓度为 ��
，

使用 ���� �� 在转入短 日照 �一 �� 天后

加入对块茎的形成与膨大效果最好
，

最后有效单株块茎数达 �
�

�� 和 ���� 个
�

关键词 马铃薯
，

试管块茎
，
��

，

短 日照
，

蔗糖浓度
，

旬句茎

前
、 一

口

马铃薯块茎的形成与膨大和其在生长发

育过程中内源激素的产生与消长有着密切的

关系
。

许多研究表明
，

细胞分裂素能促进块

茎的形成与膨大
，

生长素类物质对块茎的形

成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而赤霉素对块茎的

形成有抑制作用 〔 ’刃
。

根据这一原理
，

利

用外源生长调节剂提高试管块茎的诱导频率

一直是马铃薯研究者们探讨的重要内容
�

其

中 �� 在试管块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研究报

道最多
，

但其运用浓度
、

处理时间等技术至

今仍无定论 〔�，�� 。

本试验在参考 已有报道

结果的基础上
，

对 �� 在试管块茎形成过程

中所运用的适宜浓度
、

加人时间及其与蔗糖

浓度
、

光照条件之间的关系等做了较系统的

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西南地区主栽品种
“

米拉
”

脱毒

苗为基础材料
。

取每株中部 �一�节接种试

验
�

��� 试验内容与方法

试验一 � �� 与蔗糖浓度对块茎形成的

影响
�

�� 选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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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
，

蔗糖浓度选用 ��
、

��
、

���
�

件下
，

不同时间加人 �� 的试管块茎形成试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

共 �� 个处理
，

重复 � 验
�

�� 浓度为 ����
，

基础苗培养同试验

次
，

每重复 �� 个单茎节生长苗
�

最后统计 二
，

一个月后试验分为两大组
，

一组每天光

数据以 �� 株平均数为准
。

基本培养基采用 照 �小时
，

一组为全黑暗处理
，

温度均为

��无机盐成分附加 �� 蔗糖的液体培养 ��℃ 士 �
�

�� 加人时间为分组的当天
、

第

基
，

已经高温灭菌处理过两次的聚乙烯泡沫 �
、

�
、

�
、

�
、

��
、

�� 天 �次
，

不加 �� 为

作支撑物
。

小苗接种后在每天光照 �� 小 对照
。

重复设置与资料统计同试验一
。

时
，

温度 ��℃ 土 �条件下培养 �个月后
，

再 ��� 试验结果分析方法

转人到每天光照 �小时
，

温度 ��℃ 士 �条件 所有试验资料均根据生物统计原理先进
’

下
，

同时按处理浓度添加 �� 和蔗糖溶液
�

行方差分析
，

然后视方差分析结果进行进一

在此条件下诱导培养两个月即收获试管块 步差异性测验
。

差异显著性测验采用新复极

茎
，

并统计块茎数和块茎重量
。

差法
。

其中试验三的两种光照处理的差异显

试验二 � 不同试验阶段加人 �� 对试管 著性测验采用
“

两处理的样本平均数 比较
”

块茎形成的影响
�

试验以 ��为基本培养基 ��测验�
�

附加 ��蔗糖液体培养
，

脱脂棉为支撑物
。

�� 浓度 为 ����
，

�� 加人时间分三种处 � 试验结果
理� ①转苗时即加 ��� ②转苗后培养 �个月

转人每天光照 �小时时加人 ��� ③转人每天 ��� �� 浓度

光照 �小时后第 �天加人 ��� ⑥ 不加人 试验一表明
，
�� 浓度对单株块茎数具

�� 作对照
�

整个试验在转苗后每天光照 �� 有显著的影响
，

在试验设置的 �种浓度中
，

小时
，

��℃ 士 �条件下境养 �个月
，

然后转人 以 ���� 的处理单株块茎数最高 ��
�

�� 个 �

每天光照 �小时
，

��℃ 士 �条件下培养两个 株�
，

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

试验一还显示
，

月
。

重复次数与结果统计同试验一
。

�� 浓度对块茎重影响很小
，

各处理间差异

试验三 � 在每天光照 �小时和全黑暗条 不显著 �见表 ��
。

表 � 不 同 �� 浓度的单株块茎数和单个块茎重差异显著性

�������
单株块茎数

�个 �株�

差异显著性

以 ��
一

��
�������

单个块茎重

����个�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理时间

为了确定 �� 的最佳处理时间
，

首先进

行了不同试验阶段加人 �� 的试验 �试验

二�
，

结果表明 �� 加人越早其结薯时间也

就越早
，

转苗时即加人 �� 的处理在转苗后

第 �� 天就开始结薯
，

但许多节段褐化
，

块茎

从叶腋处直接长出
，

基本不能形成植株
。

一

般每一 节形成一个块茎
，

每个块茎较大

�������
� ，

总结薯效率很低
�

试验二的几

个处理中
，

以小苗转人每天光照 �小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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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天加人 �� 的处理单株块茎数最多

�见表 ��
，

这一结果在试验三中进一步得

到证明
�

试验三采用基础苗培养 �个月以

后
，

在转人两种光照处理的同时
，

每间隔 �

夭为一处理时间
。

结果表明
，

第 �夭和第 ��

天加人 �� 最好
，

每天光照 �小时的条件

下
，

第 �天和第 �� 天的处理最后单株结薯

数达到 �
�

�� 个和 �
�

�� 个
，

极显著高于其它

处理
，

且块茎重量与其它处理无显著差异

�见表 ��
。

表 � 不 同试验阶段加入 �� 的单株块

茎数差异显著性

处理号
� 单株块茎数

�个 �株�

差异显著性

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加��� � 转苗时即加人���� 转苗一个月后

加人 ��� �转人短 日照后第 �天加人 ��
�

表 � 转入每天 �小时光照和全黑暗以后不 同时间加入 �� 的单株块茎数差异显著性

每天光照 �小时 全 黑 暗

�� 加人

时间

单株块茎数

个�株�

差异显著性 �� 加人

时间

单株块茎数

�个�株�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 ��
�

��

�������

����妞�����，‘
矛��飞︸
，���

�
�

…
��皿�一且�目�且︸���皿︸��且天天天天天��������第第第第当

����������
一�一孟�一�一，‘

� 第 � 天 �
�

��

� 第 � 天 �
�

��

����

�
�

�
�

�
‘

�
‘

�

�����������������
，去��
，��

�
，��
�� 天

� 天

� 天

� 天

�� 天

天

��

第第第第第第当

�� �� 与蔗糖浓度 数和块茎重均存在明显影响
，

各处理间具有

试验一结果表明
，

蔗糖浓度对单株块茎 显 著或极显著差异 �见表 ��
�

在试验设

表 � 不同蔗糖浓度的单株块茎数和单个块茎重差异显著性

蔗精浓度 单株块茎数 差异显著性 蔗糖浓度 单个块茎重 差异显著性

����� �个 �株�
� � �刀� ��� ����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置的三种蔗糖浓度中
，

以 ��蔗糖浓度处理 导与形成是有利的
�

试验三进一步证明
，

虽

为最好
，

其单株块茎数显著高于 ���处 然短 日照有利于块茎的形成
，

但全黑暗条件

理
，

与 �� 相 同
，

但平均单个块茎 重 达 对块茎的形成是不利的
。

试验中每天光照 �

�����
，

极显著高于 ��和 ���两种蔗糖浓 小时的处理单株块茎数显著高于全黑暗处

度的处理
。

统计分析表明
，
�� 与蔗糖浓度 理

。

在每天光照 �小时条件下
，

第 �天加人

间在影响试管块茎的形成和膨大过程中不存 �� 的处理每株结薯 ���� 个
，

第 �� 天 ����

在显著的互作关系
。

个
，

而全黑暗条件下 的最大单株结薯数仅

��� �� 与光照条件 �
�

�个 �见表 ��
。

就块茎重而言
，

全黑暗条

许多研究均证明短 日照对试管块茎的诱 件下的单个块茎平均重量为 ���
�

���
，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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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每天光照 �小时条件下的 ��
�

����
�

但 完全能够满足正常生长的需要
�

试验结果还

是
，

据试管块茎栽培试验的结果
，

凡是大于 显示
，
�� 与光照条件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

���� 的试管块茎均能正常发芽生长
，

所 互作用关系
，

二者均为试管块茎形成的必要

以
，

每天光照 �小时条件下形成的块茎大小 条件
�

表 � 两种不 同光照条件下的单株块茎数和单个块茎重差异显著性��测验�

�� 单株块茎数 �个�株� 单个块茎重����个�

加人时间 每天光照 �小时 全 黑 暗 每天光照 �小时 全 黑 暗

���矛，
且，‘�

︸
�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当 天

��

�� �一 万� 二 �
�

���

��

��

��

��

��

��

��

��

万�二 ��
�

��

�� �一 万� 二 �
�

��

��

��

���

��

万� � ���
�

��

�， �
�

���
�

��������������������������������引���’

一幻以

������������������������������一一

一�

� 讨 论

�� 浓度和 �� 加人时间对试管块茎

的形成有 明显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 �� 浓

度以 ���� 为宜
，

过高浓度的 �� 对试管

块茎有抑制作用
，

这与 ���� 年 ������ 和

������ 〔 ’�所做的结果是一致的
�

但在我们

的试验 中
，

在每天光照 �小时
，
�� 浓度

���� 条件下
，

单株块茎数达到了 �
�

�� 个
，

远远超过 了 以前所有报道 的结果 〔礴，�，�〕 �

�� 加人时间以基础苗转人短 日照条件以后

第 �天为宜
，

这在试验二和试验三中的结果

是一致的
。

�� 加人时间过早
，

会抑制小苗

的正常生长
，

虽能提早结薯
，

但结薯数少
，

效率低
。

�� 加人时间太迟
，

许多在短 日照

条件下已形成的甸甸茎又生长成为分枝
，

而

不能形成块茎
，

从而亦使结薯数减少
�

试验

显示
，
�� 在甸甸茎形成后是否顶端膨大成

块茎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

而 �� 的这种调

控作用又可能与植株体内内源激素的升降存

在着联系
，

这很可能是提高块茎形成频率的

关键
�

由 �� 所引起的植物内源调控物质的

变化情况我们将在下一轮试验中作进一步研

究
�

��
、

短 日照和蔗糖浓度对试管块茎的

形成均有重要的作用
。

但多次试验表明
，

三

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互作关系
，

而是彼此影

响着块茎形成的不同阶段
。

换言之
，

三者在

试管块茎的诱导
、

形成与膨大过程中分别起

着重要作用
�

短 日照对葡甸茎的产生起着关

键作用
，

在长 日照条件下
，

甸甸茎形成很少

或根本不形成葡甸茎� �� 存在时
，

虽可诱

导甸甸茎的生成
，

但效果不十分明显
，

但

�� 对甸甸茎顶端膨大有促进作用
，

当甸甸

茎形成后没有 �� 的情况下
，

翎旬茎很快长

成分枝而不形成块茎或形成很少
，

只有在加

人 �� 后甸甸顶端膨大率显著增加
，

从而提

高了结薯率� 蔗糖浓度对单株有效块茎数和

块茎大小影响明显
�

在本文所涉及的试验

中
，

以 ��的蔗糖浓度为适宜
，

浓度过低会

降低块茎数和块茎大小
，

浓度过高亦会影响

块茎的形成与生长
，

这一点在以前的试验中

也得到证明 〔幻 ，

这可能是因为
，

虽然较高

的蔗糖浓度保证了块茎形成中淀粉合成所必

需的碳源
，

但在组培条件下
，

培养基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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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对培养物的良好生长亦有很大影响
，

所以

当蔗糖浓度过高时
，

由于渗透压过大会影响

营养的吸收
，

从而影响块茎的形成
�

在我们

的试验中
，

蔗糖浓度超过 ���时
，

块茎的

形成便受到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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