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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马铃薯种质微型串薯形成

及其长期保存研究

�
�

�����������等

摘 要

��份品种 �系� 及 �份野生种材朴 的试甘半 寺卜夕， 丁 �卜中显咬 卜州 卜
，

八 址州
‘

坷

的培养期 中业 已形成微型 串薯
，
此期 间在��℃ 条汗

一

厂
，

即 不 再汁招 莽毖的添 如 仍能

继续形成微型薯
，
平均每节腋茅结薯 �

�

� 个
，
这 种技 长讨 巧玲弄种质资源 的 比期保

存将十分有用
。

导 言

马铃薯育种工作者
、

研究者和种薯生产

者常需从试管内得到基础无病植株材料
。

其

使用试管植株的缺陷是
，

每 �一 �个月重复进

行小苗移植和新培养基的制备
，

这样不断重

复既浪费时间又浪费培养基材料
。

而低温冷

贮场 斤利 延 长 比次
�

��丫了
。
之间时盯��了」刊

�

了��刊

川冷贮培养来 了以
�

挤试汁劳所见信
�

官
、

甚少
。

���
二
在光照培养架

�

仁用 �种生产抑制剂

培养基作马铃薯茎尖低温培养
，

在���条件

下保存 长达 �年之久
。

而微型暮的利用提供

了另 �种无菌马铃薯保存方法
，
下面将描述

试粉内无菌小苗 �次直按微型 串 暮形 成技

术
。

包括小种子
，
研究结果与较早的关于在花生

����
����� �� ��

�

�����
，
小 麦��

�� ��� �
，

�����和夏枯草��
，�� � ���� 、 �，���‘ �

·

�� ����
，

����� 的种子大小与发芽呈正相 关 的 报 道

是一致的
。

花生的种子大小和蛋 白 质 含 量

���� � � �� ��夕 � ��� ������� ，�， �����及

类脂物含量 ���、 ��� 改 ���� �
，

����� 之

间呈正相关已有报道
，

�日是
，

在马铃共实
’
�
几

种子方面尚无报道
。

然而
，

我们发现
，

类脂

物
、

磷酸类脂物
、

水溶蛋白
、

和其它蛋白部

分含量最高
，

吸水最快 ���小时 、 的大的马

铃薯实生种子发芽率最高
。

尸。 ��‘ �� 等 ������ 报�亘
，

通过 从 母本

植株 去掉块茎
，

并在种子发育期间补充 剑
，

可以提高生种 子发 月速度
。
��，于

一

�� 等������

研 九
一

�种 了
·

大小和块
一

鉴产虽之 间的关系
，

并

提出用 千粒重作为选择 �， 产�
�

显和其 它 性状

的 �个指际
。

成功的实生种于技术或许很大

程度
�

�
�

取决于能否 仁产发芽很整齐的种子
。

育种或选种以及在种子发育期间平衡的营养

�乓卜认都能 人 及纳����卜�
‘ �

一

人
�

�
、

和邵州二了门功�发

分的 化
�

�成分 �蛋 �
’

�叭和炎�』片物�。

�启臼 《 �
’ 。 �� �� �

、

�〔
· 、 ��、 ���� 》 ，

����

�� ����� ���

冬厂 少二 �子

石
、 、丈们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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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寸料和方法

试验选用了招份马铃暮品种 �系�和 �份

野生种材料
，

接种子带有聚炳烯 帽 的 �� 毫

米 � ���毫米试管内
，

培养基为�
��之 盐和增

加维它命的用量
，

每升增加维生素�
��

�

�毫

克
，

糖��克
、

琼脂 �克
，

接种后置于冷凉的

荧光灯下
，

照度剂量 为 ��川�卜 �� 一 �· ���一 ‘ ，

每 日光照��小时
一 ，
温度���

，

每隔 �周进行

单节切段再培养 �次
，

最后 �次接种后 �周

取每份品种 �系�和野生种材料小苗的中段

单节作微型薯形成培养
。

群体取样观测
，
而

不是单系内重复来证实实验的有效性
。

培养基成份为 ����盐 和维它命
，

并每

升补充维生素 日， 。
�

�毫 克
、

叶酸�
�

��毫克
、

�一生 物 素 �
�

��毫 克
、

激动素 沁 毫克
，

叫

噪一�一 乙酉切
�

�毫克
、

蔗糖��克
、

琼脂�克
，

��用�
二
��调至 �

，

�
，
每��厘米 火 �

�

�厘米

试管分装培养基液 ��毫升
，

在 ����条件下

消毒��分钟
。

小苗移植时 《�有培养拄下而的茎段和培
养基上面的腋芽

，

移植后被置放于��℃黑暗

条件下
。

视其薯块形成时问培养 �一 �� 周
，

接着在 �℃条件下培养肠� ��周
，

然后再在

��℃条件下培养论周
。

在开始的��周中每周观 察 �次
，
以后每

月观察 �次
，
记载其茎长

、

块茎直茎
、

块茎

个数
。

经过��个月时间的培养
，
��份

一

单系继续

表 � 试管薯诱导培养 �年 的品种 �系� 及野生材引

品 系 �� 份

����一�� ������一 �� � ����一 � �丫����一�

����一� ������一�� � ����一� �����一��

����
’

�一 � �����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一�� �����一 � ������一��

����一� ����，�
”

一�� ���� �����一� ����� �一邝

����一� 人 �����一 � ����� �一 � ������一 � ���

����一 �� 入 �����一� ������一 � � ���一�

����一���

曰一
�一种

�����
�

���
�� ������ �� ��

、 。 ���� �矛�一 �只

����� ����� ����

������昆 王������ ������

����

���红

�����仁�����工之�
����� ����� � �

�

�，‘乙‘
，

�力�，才。 � �
��

�

����夕。 了之

�飞��� ��� �������

习
�

协了����夕。 片犷�川 ‘ �
�

��，” 。 才����‘“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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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 ��份品 种 �系�及 �份野生种 的单节小 苗其薯块 形 成时间 及 发育结 果

�� 个 月 贮 藏 培 养 后 �工乏准比三歹交��
、

于�司 ��司�

一

单 株 块 裳 个 数 块茎直径 ��
��。 �

贾 �� �
“

丁 �二 贾 �五 �

一 ��

品 系 ��� ��

野 生 种 ��� �� ��

总 休 �� �� �
。
� �� ��

注
�

万平均位
� �召 准标差 �

� 尤异 幅度

转移到温室培养
，

去掉琼脂
，

薯块种植于塑

料 箱 ��一��、 �� �，
·

�了 �����，
·

��� 内
，

盖 上

�
�

�厘米厚的死石
，
再用水溶液���一��一��

�������一
���� 浇肥

，

以后何天浇水
，

开始

�周每周观察 �次出苗率和生长势
。

试验结果

单节苗在薯块形成培养基上培养 �周后

其���业已产生块茎
，

在 �周
、
�周和�周

后分别增加至 ���
、
���和 ����

。

当块茎

产生后
，

将试管移置到 �℃条件下
，

以抑制

薯块的发芽和植株的伸长
，

此期没有观察到

块茎再形成的现象
，

当试管再移植到�� ℃条

件
一「，

其植株尖端和甸旬茎的顶端块茎重新

形成
，

并持续整个��周时期 �图略�
。

在某些情况下
。

薯块直接从旧薯刚开始

但没有形成幼芽成形成葡旬茎的 芽 眼 上 产

生
，

仪脸在新薯产生的附着处收缩形成项型

�图略�
，

有时在旧薯 顶 部 �个接 �个于 �

条直线上形成达 �个之多块茎的串薯
，
当老

的块茎变得足够成热的颜色时新的薯块就不

再继续产生了
，

对这种现象还 未 见 曾 有报

道
。

在��℃条件下
，

结薯持续形成一个恒定

的比位
，
��周后单 �系�微型薯的平均直径

幅度为 峨���毫米
，

总体平均值为�
�

�毫米
。

���份材料的每个腋芽原基平均结薯 �
�

�个
，

栽培品 种 ��二����、 峥 结 薯 与 育 成 品 系

��
��������� ������ �� 夕

�

�，‘�
������。 � 相

似
，
万����，名，，， �，‘�，。 �� 、 。 ，，�

结薯 早 于 和 块茎

直径大于野生 种 ��
� ，�，。 。 �

·

〔〕 〔��，��。 ，，，
和 夕

�

户�，，，“ ���
�����，，，，� 但 块节形成的个数不及 野

生种多 �表 ��
。

微型薯移栽温室 �天后甘几长健壮幼苗达

���
，

��天则达����
。

讨 论

在长达��个月的培养期间我们观察到温

度可靠
，

用不着培养基的再配制和补充
，

能

反复多次
’

甘龙无菌微型薯
，
��个月后仍能产

生新的
，

有活力的微型薯
。

在这段时间培养

是健康的
，

井能延续此过程
，

然而��个月的

培养日于间似乎较短
，

此方法经改 良则培养日于

间可能会更 长
。

��份材料在试验条件下 均 能 结 薯
，
除

���〕八 �����一 �
、

������一�和 ������之外都

能形成微 型 串 薯
，

以 前 拐�����
，
尺����和

�。 �
��川

、
试验

，

没有产生少量串 薯 和形成

串薯的趋势
�

可能与品种休眠期长有关
。

串薯形成过程中低温培养起了致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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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种克新��号的选育

张洪乃 李 军 曹淑敏 李成军

�黑龙江 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

近年头
，

随着马铃薯加工途径的增多
，

我省马铃薯也由食用作物
，

逐渐变为经济作

物
。

根据这种新形势的发展要求
，

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从 ����年开始进行

适于食品加工用新品种的选育研究
，

至 ����

年育成了高产
、

抗病
、

优 良
，

适于加工用新

品种克 ����一 ��
，
����年 � ����日经黑龙

江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

注名为克 新 �

号
。

选育过程

克新 �
一

号的母本为 ��
， �了� ���

，

引自

关 土 洁
、

厂汽飞未 〕沂
、

斑 决厂
、

丫成 光
、

张生 等同 志先

后
’
碑专 加部分 选

�丫工 抓

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的新型 栽 培 种 ���� �

�������
�。 �，

具 有结薯数多而快 茎 较小的

特点
，
对晚疫病 具有高度的 旧间杭性

，

抗多

种病毒病
� 父本为 波 友 了号 �������

，

丰

产性极高
，

块草大
，

里上仃 叹
�
尸

，
抗晚疫病基

因
，

抗��尺�
、

环腐犷、和疮痴病
。
����年杂

交
，
��� �年培育实生苗

， 价
几合编号为 �����

����年进行无性系选种 试验
，

入选系谱为克

���崖一 �难� ����年进行占及
�

系鉴定 试 验
，

比

对照 �克新 �号
，

脱毒种 薯
，

下 同� 增 产

��
�

��� ����年品种比较试验
，

比对照增产

显著 � ����年参加省品种区域试 验 预 备 试

验 � ����年正式参加品种区域试验
，
代号为

���� ����年参加品种上产试验
。

儿年 来 所

内外试验均表现增产
，

杭病
，

品质优 良
，

符

的作用
，

当温度在�� ℃培养时我们很少观察

到这种现象 � 在此试验条件下
，

低温是形成

串薯必不可少的条件
，
似乎低温有助于块茎

休眠期的打破
。

然而低温问按对培养基蒸发

的影响也可能起了爪要的作用
。

而温度对微

型薯休眠的抑制效果需进一步试验
。

本试验条件下
，

微型薯种在温室里
，
幼

一

苗生长正常健旺
，

手几们 还 未 观 察 到 在�一

��℃条件下冷贮培养几个月以上的微型薯发

芽有什么抑制作用
�

看来微型薯在形成后的

试管贮藏时间里
，

并不是呈休眠状态
。

微型串薯技术能极大地减少研究和生产

马铃薯无病系的费用
，

能增加于作�一种的数量

以及提供技术工 作上灼方便
。

在
几 �叭℃ 条 件

下
，
培养因时问彼大大延 长薯块形成的数量

比在�� ℃条件下多 �信 必 仁�
热而试验结果

也可给我们提示 �眯薯块 �
’

�
’

��沙戎也可被管理的

温度所控制
。

微型串转 波术作为马铃薯品种

和资源长期保存
汀一 种方沙

�

须待进一步研

究
。

译 自《
‘
入 �� 。 �，�� 、、 �、 �、 � �二� ��� �了飞��》

����
，
�弓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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