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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 本研 完 了每天 �小 时尤照或全黑暗 的尤 周期 对 与价 若品 种止
“
�长挽 �

‘ 。
爪

�
��

” ，

“
��������

” ， “
�又�，�� ����

”
和

“ ���� � ����”
八高

，

�本条件下微型著形 成的影响
，

所用培养基含有 � � ������笋 和 ����� 盆
、

维 生素
、

高浓 受蔗糖和
�

岛农度节氛基漂

吟
，

在 �� � 培养 �� 周
。

这 选个品种的带叶单茎节��� 条如 呆用 小卜汁尤哄处理
，
在

第 �周 时其平均块茎形成 百分率较低
，
但 以 后 在�周 扮 曰 周时

，
小卜讨尤 照 与 全黑暗

处理的块 茎形成 百分率相近似
。

虽 然 “ 丫引、 ��， ‘ 川 �’， 的两 个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
，

但 �个品 种在用 �小 时尤 照处理时
，
与全黑暗相 比 听形成的微型薯的乎 均 鲜 重 要

高
。 “ 尺�� �。 ������”

和
“ �������

，，
在 �小 时尤 照下 生微型普的鲜 重超过全黑

暗处理所产生 的微型薯鲜重 的两倍 以 上
。
��� �小 时 七照 可 延 、夕咔片表老

，

使微型薯

变绿和 茎节生根
。

前
一立一

口

在离体条件下生产马铃薯微型薯可以用

来保留种质资源
，
国际运输和种子检验

。

较

大的微型侈比较小的微型薯在以后
一

世代能抵

伉不良的种植条件和产生更有活 力 的 小 植

株
。

在块茎形成过程中
，

光周期起着重要作

用
。

为了增大块茎的体积
，

应选择最佳的光

周期
。

本研究的中心是测定在离体条件下不

同光周期对 �个马铃薯品种微型薯形成的影

响
。

在萦殖微型薯时
，

经常采用在黑暗的条

件 �培养 马铃薯的外植体组织
。

然而
，

一些

研究结果己表明
，

在培育过程中
，
引入光照

可以使块 雀形成的百分率明显增加
。

在本研

究中
，

比较 了每天 �小时光照和全黑暗条件

下
，

离体微型薯的产量
、

数 目和体积
。

通过

参考前人的
一

试验很难找出微型薯形成的最适

条件
，
因为池们使用 �’ 不 同的品种 ，

不 同类

型的马铃薯外植体组织
，

不同的环境条件和

不同浓度的外源值勿生长凋节剂
。

因此
，

试

验必须集中研究寿定地区 中最重要的品种
，

以便确定最适的培莽参孜
。

本试验选用了与

加拿大马铃 若加工业有关的 �个品种
。

材料与方法

在含有 ��克�升蔗糖的 � � �
二���� 和

����� �人生�少 培芥基上
，

用继代培养带 叶

单茎节切条的方法萦殖脱毒的马 铃 薯 原 种

植株
，
品才�

，
为

“ 少之
�

·

�� �
’ 。 ，�。�、 ‘� ” 、 “

�。 �。 。

����
” 、 “

氏七 �、 � 。 卜� � ，
祖

“ �������
‘ ， 。

将

这些原种材料的带叶单茎节切条置于
“
块茎

形成
”
培养从

�

此培养基含有 ��盐和维生

素
、
��克�升旅糖和 伪 皂 充�升

止

声氨基喋 吟

�片八 卜�
。
李示个

‘�
访找

� ，
兮价��个单茎节 切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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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品种的 �� 个试管用 ���
�
���

�
透气塞盖

上 �伊利诺斯
。

芝加哥
，
� �只��� �

公司�
，

然后
，
分别放到全黑暗和每夭 �小付光照条

件下 �在��一���� ����
。

把试管架包裹

在黑塑料袋内进行
“
全黑暗

”
处理

。

为了进

行空气流通
，

在有光处理的暗期
，

每周揭去

塑料袋 �次
，
时间为 �一 �� 小时

。

在黑塑料

袋内温度升高
，

最高可上升 �� �℃ 。

试管架

放在生长箱中���
��。 �

型 ��工 ���一��
，

温度为�� 士 �℃ ，

设置荧光冷自光
。

在第�
，

�和 �� 周时计算所形成微型薯的数目 和 六

径
。

在 ��周收获微型薯
，

并称鲜重
。 一

试 验

重复 �次
。

结果与讨论

�周时微型薯形成的资料表明
，

所有品

种茎节切条的块茎形成
，

在每天 �小时光照

的光周期下慢于全黑暗处理 �表 ��
。

在全黑

暗处理中
，
�周内����的茎节切条产生微型

薯
，
而每天 �小时光照的处理在同时期仅有

��� 的羊节切条形成微型薯
。

然 而
，

在 �

周时
，

两个处理的块茎形成百 分 率 相 近
。

�����一�
� ��七����和 丁。 ��乃

·
�、
一�

�、��� � � 发现

在他们所做的光暗处理中
，

一些品种和培养

基的组合其结薯时间稍晚一点
。

在 本 试 验

中
，

结薯早与平均鲜重高或结薯百分率高并

无联系
。

侮天 �小时光照处理开始时微型薯

形成较慢
，

但到��周时
，
鲜重显著高于全黑

暗处理 �表 ��
。

当研究对块茎形成的影 响

时
，
应注意到估计微型 薯产最以海

，

考虑因

暴露在光下延迟块茎形成
。

虽然在研究微型薯形成的报道
，

多数

作者用
“
块茎形成百分率

”
作为 �个指标

，

而对于评价微型薯的质最来说
，

微型薯的直

径和鲜重是有用的标准
，

尤其是在所有处理

块茎形成的百分率相近时
。

在全黑 暗 处 理

中
，
微型薯直径变化在�

�

����
�

��厘米间
，

每天 �小时光照处 理 为 �
�

��一�
�

�� 厘米
。

尽管 ����� ����品种的两个处理 间 差 异

不显著
，
但所有品种的微型薯鲜重

，

每天 �

小时光照处理都高于全黑暗处
片

理 �表 ��
。

��� �� ��认 �
和��

�����对每天 �小时光照

处理反应最好
，

平均鲜重为全黑暗处理的两

倍以上
。

表 � 光周期对 �个 马铃薯品种外植体在离体条件下

各时间中微型薯形成的百分率

��� ��� ���� �卜����� �������� ������ ���� 平 均

全黑暗
�周

每 反� 小时 七照

�� �
�

�� �

�� �

�� �

�� �

�� �

��

��

��

��

尸几�︺�八��
，
�
�

�魂�八行‘��

�周

��周

个 黑赔

下忍�二�小时光照

�� �

�� �

��

��

�� �

�� ��

全黑暗

每天 �小时光照

�� �

�� �

�� �

�� �

�� �

�� �

只� 卜

�� �

��

��

表中每个值由 ���个茎节切条的值算得 ，

�

用 �检验
�

每到具有招 同宇母 的百分数在 �
二 。 �

��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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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在全黑暗和每天 �小 时光照下培养��周后
，

�个 马铃薯品 种 的微型薯鲜重

光 周 期
平 均 莎

��� ������� �������

乖 �毫克�

�又�
��胆 ���� ����� ����

全 黑 暗

每天 �小时光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最 小 掀苫称 坟法检脸

，

睡列 具 �’�铂同字 睡的平均 粉 在� �
一

��众 平土 半异不显 著

在全黑暗处理中
，
大多数微型薯形成在

培养基上面
。

在何天 �小时
一

光照处理中
，

多

数微型薯或者直接形成在培养基内
，

或者是

部分在培养基里
，

特别是品种�
�� �

，。 ���疏
�

和 �������更是如此
。

因为这两个品 种都

同样产生较大的微型薯
，
所 以

，
正在发育的

微型薯的位置可能对鲜重有影 响
。

这 钟 影

响可能是块茎直接与培养基接触
，
通过块茎

皮孔吸收水或者养分的结果
。

砚培养基内形

成的微型薯与培养基上形成的微型薯相比
，

表现出非常突出的皮孔
。

品种 冲
、

� “ ，
二

王

比
‘ �

和����
��� 的皮孔是特别明显的

。

热而
，
明

显的皮孔可能在收获后更容易立即引起微型

薯的脱水
。

在品种 �卜即侧�每天 � 小 时 光

周期下产生的微型薯中观察到独特的椭圆形

到长形的块茎
，
而在全黑暗处理中产生的微

型薯此现象不明显
。

光强度也可能对块茎形

成有影响
。

在生产微型薯金以泣中
，
取消人工

照明在发展 中国家也许会是 ��’ 利 的 ，

在 那

里
，

专业设备和费用可能是一个波考虑的因

素
。

如果需要周期性的照明
，

产 仁散时光的

荧光屏
，

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

放笠在
“
全黑暗

”
处理的茎节 在 � 周

时表现出叶子变黄
，

开始衰老
，

�到 �� 周

全部坏死
。

而 �小时光照处理的叶 子 保 持

绿色的时问较长
，

然后逐渐变黄
，
到 �� 周

时全部坏死
。 �生�小时光照处 理 中

，

除 了

����。 。 ���，� 外
，
其它 �个品种叶茎节发根

准高
，

而在
“
全黑暗

”
处理中

。

只有非常少

灼带叶韭节表现出一些权的发育
。

在 �小时

光照处理下所形成的微型薯都可观察到绿色

素的产 厂��
。

在全黑涪处理中
，

此现 象 不 明

显
。

叶片延迟衰老
、

微型薯变绿和根的发育

表明叶片中有光合作用和生长素的合成
。

光

合产物 向作为库的微型薯的运输
，

可以解释

在有光照条片下产生微型薯鲜重 增 加 的 原

因
。
�小时光照处理的带叶茎节在初期延迟

结萝价较难解释的
。 一

刃丁能是涉及到内源激素

平衡
、

褪支加有 冷碳水化合物
一

吠态的生理反

仕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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