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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种薯生理年龄对植株生育

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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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种薯收获后到再次播种
，

生理上

濡经过休眠和萌芽两个时期
。

种薯在休眠期

生命活动非常徽弱
，

即使其他条件适宜也不

能开始新的生命周期
。

休眠之后则进人萌芽

期
，

在这一时期内
，

种薯的一切生理活动逐渐

加强
，

为生长奠定基础
。

自种薯芽眼萌动到

播种
，

这段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到种薯内部

酶的活性
、

养分的变化以及出苗
、

幼苗的生长

及产量情况
。

这个生理时期也要经历由弱到

强到衰的过程
，

不妨称之为种薯生理年龄上

的青壮老 时期
。

为把握在 种 薯 壮 龄 期 播

种
，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种薯的生产潜力
，

达到

高产的 目的
，

特进行了本项试验
。

茎
，

里于室温
、

黑暗条件下 自然通过休眠
。

待

��� 薯块萌芽达 ���厘米左右时
，

置于散射

光下抑制芽的生长
。

为防止最早收获的 �份

种薯芽长得过长
，

于 ���� 年 �月 � 日放 于

�℃ 冰箱内贮藏
，

播种前 �� 天取出
。

种薯情

况见表 �
。

播种前每个处理取 �� 个块茎用铜还原

碘量法和次亚碘酸法测定还原糖含量和淀粉

酶活性
�

��� 田间试验

����年 �月 �� 日于防虫网棚内播种
，

随

机区组排列
，

重复 �次
�

株行距加厘米
� ��厘

米
，

小 区面积 ����米
�。

每 区 �行
，

共 �� 株
。

生育期间于 �月 ��日
、

��月 �� 日
、

��月 �

表 � 各处理种薯情况

� 材料与方法
种薯生理年龄 播前单薯重 萌芽期

�
播种时平

�收获至播种天数� �克� �月 旧 � 均芽长����

处理

����������以

�
�

� �
·

��

�
�

� �
·

��

翎期
��� 试验材料的准备

为排除病毒对种薯的生育及产量的影

响
，

如实反映种薯生理年龄的作用
，

试验采用

了山东广泛栽培的
“

鲁引 �号
”
品种的脱毒小

薯 �原种�作试材
。

脱毒小薯是在防虫温室中

利用育苗盘扦插脱毒苗
，

以蛙石作基质 �� 天

左右收获的小薯
。

选取单薯重 �克左右的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块茎顶芽长 �� ������、 时为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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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次取样��一 �� 株�调查植株生长量
、

甸

甸茎数
、

块茎数
、

块茎产量等
�

� 结果与分析

�
�

� 还原精及淀粉酶活性变化

种薯在贮藏期间
，

淀粉在淀粉酶的作用

下转化为糖
，

为种薯生命活动提供呼吸底

物
，

为萌芽提供物质基础
�

不 同生理年龄的

种薯还原糖含量和淀粉酶活性变化
，

经侧定

结果表明
，

所有处理中
，

以处理 �和处理�的还

原糖含量最低
，

分别是 ������ 和 ������表

��
。

其他几个处理较其高 �一 �倍
。

这说明

种薯还原糖的含量在一定范围内随生理年龄

的增长而增加
，

但不是直线上升
，

而是呈波浪

状变化
。

根据黄元勋等的研究
，

处理 �和 �

还原糖含量低
，

可能是第一次高峰后 的第一

次低谷
，

处理 �是第二次高峰
，

处理 �是第�

次低谷
。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

种薯还原糖达

到一定值后不再产生
，

但由于生理活动的消

耗使之降低到某一数值时
，

重新由多糖分解

转化为还原糖
�

表 � 播种时各处理还原糖含童及淀粉酶活性

处 理 � � � � � �

还原糖含量���

沈粉酶活性 �醉活单位�

����� 。
�

刁�� �
�

��� �����

����� ��
�

��

。
�

��

����� �����

�
�

��

��
�

��

印印菊︵巨︶侧椒称娜

从表 �看出
，

各处理淀粉酶活性高低不

一
，

未发现任何规律
。

��� 不同处理植株生长盆的差别

出苗期 � 在 �个处理之间出苗期早晚相

差 �天 �表 ��
，

总的趋势是种薯生理年龄较

大的出苗较早
。

表 � 各处理的出苗期
�

处理

日期

� � � � �

�
�

�� �
�

�� �
�

�� �
�

四 �
�

扮 �
�

刃

�月
�

日�

� �次重复的平均值

植株高度 � 经方差分析表明
，

在每次取

样中各处理之间植株高度的差异均未达到显

著水平
。

但从图 �可以看到处理 �和 �在出

苗后 ��天植株达到最高值
，

而其他几个处

理到收获时植株仍继续生长
，

但处理 �的生

长速度
�

已开始慢下来了
。

这说明
，

种薯生理

年龄大植株前期生长快
，

但后期停止生长较早
。

植株干物质含量在 �月 �� 日和 �� 月 ��

�
�

旬 �
�

�� ��
�

�� ��

取样期 �月
·

日�

图 � 植株高度变化趋势

�
�

�卜。 � �
� ·

一 一 � �
� △
一

△ �

�� �一心 � �� �
一 �� �

·

一

一

日的两次取样中
，

各处理之 间植株干重差异

不明显�表 ��
，

而最后 �次取样中各处理间

差异达显著水平
。

表 �结果表明
，

种薯生理

年龄小的
，

到后期植株生长最加大
。

生理年

龄 �� 天左右 的植株干重显著地高于 ��� 天

以上的
。

处理 �的植株干重在 �� 月 ��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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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本达到最大值
，

以后增长量非常低
。

由于各时期处理间植株高度及单株分枝

表 � 植株干重 �单位� 克�

处理 �」竺�竺一
�

竺一一旦
�

止丑二
一

里一
�

·

�� ��
·

�� ��
·

�

数差异不明显
，

因此
，

可用单位株高干物质含

量来说明植株的长势情况
，

结果见表 �
。

从

表中看出
，

在第一次取样时单位株高干重有

随生理年龄加大而上升的趋势
。

尽管经方差

分析未达显著水平
，

但可 以说明在生长初

期
，

种薯生理年龄大的植株生长较旺盛
。

以

后随着生长期的延长
，

它们的长势变弱
，

表现

在干物质增加速度变慢
，

到最后 �次取样

时
，

高年龄的单位株高干重显著地低于低年

龄的
�

由于植株高度之 间差异不显著
，

因

此
，

后期单位株高干重的差异则是因植株早

衰而引起的
�

�� 生理年龄对单株块茎数的影响

����恻脉肠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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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单位林高干物质含量 �克�
���

处理 取 样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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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
，

随着种薯生理年龄的增

加
，

平均单株甸甸茎数呈增加的趋势 �表 ��
。

生理年龄 ��� 天的
，

单株甸甸茎数 ���条
，

显

著地高于其他生理年龄的
。

表 � 平均单株旬句茎及块茎数

��月 ��日 调查
�� ��月 �日调查

申��

处理 甸甸茎数
�

增长速度 ���

总块茎数 ��� 克块茎数 总块茎数 ��� 克块茎数 总块茎数 ��� 克块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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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株结薯数上
，

高生理年龄的呈减少趋

势
。

但在结薯前期
，

其大于 �� 克重的块茎数

则多于低生理年龄的
。

而结薯后期情况相

反
，

低生理年龄的大于 �� 克重的块茎数较多

�表 ��
。

这说明
，

在结薯前期高生理年龄的

植株块茎膨大快
，

后期速度放慢
，

可能是植株

进人衰老阶段的时期较早
。

�� 不同处理对产盆的影响

各处理取样调查的产量及小 区产量
、

折

合亩产量见表 �
。

从表中以看出
，

在 �� 月 ��

日的调查结果中
，

处理 �和 �的产量高于其

他处理
，

说明种薯生理年龄大的植株结薯早
，

前

期产量有增加的趋势
。

�� 月 �日的调查结

果则完全不同
，

处理 �的产量显著地低于其

它几个处理
。

处理 �显著地低于处理 �和

�
。

从最终产量看
，

以处理 �
，

即 ���个月的

生理年龄最好
。

生理年龄过长或过短都会影

响产量
。

表 � 各处理块茎产童

单株 ��� 克薯重 �克�
处理

��月 ��日

�����巧�����������咬������������������期

�����
�

����������叨叨������
�产夕��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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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且，且�盆�，且

单株总薯重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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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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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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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增加 � ��月 ��日 ��月 �日 增加 �

小区产量

�公斤�

折合亩产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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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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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薯年龄不同产量增加速度也不 同
，

产

量的增加速度与生理年龄成反 比
，

即生理年

龄短
，

增加速度快
。

单株总产量的增加速度

以处理 �最快
，

其次是处理 �
。

�� 克以上大

中薯产量的增加速度最快的是处理 �
，

其次

是处理 �
。

从而证明
，

种薯生理年龄短
，

在结

薯后期植株生长旺盛
，

干物质积累多
，

因而块

茎膨大快
。

� 讨 论

�
�

� 种薯达到一定生理年龄后块茎内还原糖

含量增加
。

还原糖是种薯进行生理活动的主

要呼吸底物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
。

还原糖

含量增加
，

标志着生命活动加强
�

但是
，

如果

生理年龄过长
，

种薯贮存物质消耗多
，

影响

了植株的生长
，

如干物质积累减少
，

产量下降等
。

��� 本试验是遭霜打后提前收获的
。

从上

述结果看
，

如果能延长生长期
，

那么
，

种薯年

龄较短的产量优质会更为明显
。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本品种种薯的适宜生

理年龄 �即 自收获到播种�以 �
�

�个月为宜
。

��� 种薯生理年龄实际上是在形成块茎时

就开始了
。

对一个具体品种来说
，

从块茎开

始形成到解除休眠萌芽所需时间 �即总生理

年龄�是一定的
�

因此
，

同一品种同 一播期

早收与迟收的块茎在同样的条件下完成休眠

的时间不同
，

即收获早的块茎完成休眠所需

时间较收获晚的要长些
。

关于这一点
，

还需

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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