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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糖类和��对马铃薯苞鱼夔些些�

试管薯的影响

胡云海 蒋先明

�山东农业大学�

要

本文报道不同糖类和�八对马铃薯微型薯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蔗糖和葡萄 糖 甘

块 茎形成攻果较好
， 、
币麦芽糖 几乎 无作用， 蔗糖和��同时使用

，
使微型薯数明显增

加 �目前 已 使用的配 比 中以 ������� 十 �� 蔗糖为最佳 �而 �� 和蔗糖时微型薯数的

响影均符合二次 曲线
，

其理论最佳组合为�
‘

哭����� � ��
，
�

�

生�蔗糖
。

� 前
一

言

微型奢
了
叩试管薯� 的研究与利用是继

试管苗之后
、

�」前世界各国又一感兴趣的课

题
。

许多�司
�

之和地区都在研究试管块茎的诱

导及在种薯引 繁计划中的应用
。

女口台湾己开

始年产成千 �厅个微型薯作为种薯生
�户

计划

的一部分
， ‘

已是一项新兴的生物
一

工程技术
。

微型薯不仅具有试管苗的所有优点
，

而且由

于休积小
、

重量轻
，
便于种质的交流

、

贮存

相咨佳广
�特别就在种质出口时

，
有已作检病原

测
、

占地经济
、

能迅速扩繁等优点� 同时它

也可为一些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所采用
。

但

是
，
目前人们所使用的诱导微型薯形成的配

方较多
，
而且大都凭自己的经验进行

，
对各

影响因素及系统的研究和其理论配 比
、

的探
讨

， ’

并没有见到较多的报道
， ’

因此
，
作者首

先测定了糖类和细胞分裂素对微型薯形成的

影响
，
并对相应的配比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

陈利平同志协作工作
，
特比致谢

� 材料和方法

试验用泰山 �号的试管苗作材料
，
取茎

节进行继代精养 ����了��
， ，�小时

，��
�

��
，

每瓶 �个茎节
，
培养��天后进

一

衍各种处理
，

处理后灼三角瓶置于黑暗中培养 ���
“

��
。

�
�

� 馆类处理试验

实验在茎节继代培养的基础上直接加入

各种粗萝类
， �

‘

即诱辱榷为 ��
� 糖类

，

实验设计

了种糖类的不同浓度
，
其百分含量分别为

�

蔗糖�
一

，

�，
�

�， ��， ��
，
��

，
��， ��� 葡 萄

糖和麦芽糖均 为 。 ， �，
��

，
��

，
��

，

��
，

�。 。

每个处理 �瓶
，

每瓶����
，

处 理 液 共

���瓶
，
��天后统计微型薯数

，

�
。
� 蔗糖和��配合处理实验

��

目前几种常用组合比较 材料 如 上

所述
，

设计见表 �
。

每个处 理 �瓶
，
每 瓶

����处理液 ���� �� � 蔗糖�
，

共��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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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统计微型薯形成数
。

表 � ��与蔗糖常用配比

来淤 甲称
，

平
�

竿梦毗��

处理
����卿
�蔗糖 �十� ����

��

灿口

���

��

就了�
�������

�斗
一

�

�
见参考文献〔�〕和〔�〕

�
�

�� � 蔗搪最优没计 为了找 列 ��

斗 蔗塘的最佳理论组合
，
采用了�一最 优 设

计�又叫�托设计�
，
才才料为单茎

一

右接种 后 置

于冬季温室内 �强光�的试管苗
，

每处理 �

瓶
，
每瓶��间处理液 ���� �� 十 蔗糖�

，

��天后统计实验结果
，
其设计情况见表 �

。

表中数据不足以进行常规的统计分析
，

但其质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
数量性状也

有一个大致的趋势
，
即低浓度的蔗塘�� “ ��

��无块茎形成
，
较高浓度的蔗塘促进茎块

形成
。
���钓蔗糖最好

。

这说明蔗塘对微型薯

的影 宛井不是浓度越高
，
数量越多

，

而是近

似抛扮炭灼二次曲线
。

�
�

葡萄糖对微型薯形戍的影响

葡萄塘也是植物生长所需的一种良好的

碳源
，
对于植株来说更易于吸收

，
其实验结

果如哀 �
。

葡萄据对撒型著数的影响

� � �� �� �� �� ��

表 � �八 � 蔗搪�设计试脸结 果

表 �

浓度��石�

块茎数
�个�瓶� � � � �

�

�� �
，

� � �

处理 �，�编码值� ������� �抓编码值� 蔗店�

一� �

一�
�

����
一 产

�
� ‘

���弓 士�
�

�

������
卜

��� 一�

� �

� 一�
�

���� �

� ������ ���” ”
·

� 场

� 结果和讨论

�
�

� 糖类处理对试管警形成的影晌

��

蔗糖对微型薯
，

数的影响

蔗搪在培养基中既是碳源
，
也是渗透调

节物质
，

影响培养基中的水势
，
进而影响培

养细胞组织的水势和其对培养基中物质的吸

收
，
蔗糖浓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微型薯的形成

�见表 ��
。

表 � 蔗糖衬微型薯数的影响

浓度 ���

块茎数�个�瓶�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岌巾可以看出
，

随 着 葡 萄 糠 浓 度

��乃 三。乡百�的升高
， �

决茎数增加
，
在 浓 度

为�。 �时达到最大值
，
以后又开始下降

，

这

说明菊专校对块茎的促进作用也有 一 定 范

围
。 ‘

试 气 家芽梅对微型薯形成的影响
二

�

各种处理除���的浓度处理产生一 个小

薯外
，
其它均无

。
这说明麦芽糖不能促进微

型薯的形成
，
其原因主要是麦芽糖不易被分

解而吸收
。

上述�种糖中
，
麦芽糖作用极小

，
蔗糖和

葡萄塘效果较好
。

由于蔗糖使用较普遍
，

且

较葡萄糖便宜
，
故以后的研究用蔗糖作为碳

源
。

总的来说
，
糖类产生的微型薯 数 均 较

少
，
这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 ①糖类虽是重
要的物质和能量的供应者

，几

但微型薯的形成

仍需有激素的协调作用 � ②微型薯的形成也
与试管苗约强弱有关� ③较高浓度蔗塘使微
型薯数量多

、

侧枝少
，
而低浓度时 则 块 茎

少
、

侧枝多
，
这似乎说明低浓度的蔗糖促进

侧枝生长
，

不利于块茎形成
，
反之促进营养

物质 向下积累
，

有利于块茎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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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蔗糖对微型薯形成的影响

� �

几种常用组合的比较

目前许多地区均以�� 十 蔗精作为 诱 导

液 �除�工�另加 ���或香豆素外�来促进微

型薯的形成
，

但都是按各白
�

的经验进行一定

浓度的配比
，
没有一个统一的配方

，
因此有

必要比较一下它们的好坏
，
以便取得适宜配

比
，
其结果见表 �

。

�
�

��和蔗协的最优设计

实验结果见表 �
。

表 � ��和蔗 掩 约 是优设计

处 理 � � � � � �

实琢值�个�瓶夕

理论值�个�瓶�

� � 润
�

�� ��
�

�� 加
�

�� ��
�

��

·

� � ��
�

�� ��
�

�� ��
�

�� ��
�

��

曰�阅户��，甲，，时钾，�
二

�一一
，

一
�

，
�， ，，
一魂

二 、 �� �，�吊

一
一

��” ，�曰�，口目口�，�

�
，

表 � 几 种常用组合结果比较

一
二一

���“ 鸽户二‘ ，

一
口一，������，侧‘ ����叫�奸璧，�口�

一
处 理

�������蔗糖� �

块茎 �个�瓶�

弓��

�
�

�

����

� 交弓

弓��
、
���

办扩近
� �

从表中可见
，
�� 与蔗粉配合使用时

，

微型薯个数明显增加
，
这说听细胞分裂素对

微型薯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协押炸用
。

各
�

浓度组合似乎有一个趋势
，
即较高浓库的虎�

糖与较高浓度的
气

�� 相
‘

配合更有利于微型薯

的形成
，
这与 ������ ��� ����即 的报道是

一致的
。

实验数据输入沐一����型计算机中
，

按

已编程序进行计算
，
得到方叹

�

一

� �个数瓶� � 。 十 。 �

花汉
� � 工

·

�筛� “ �

�，住��荞�� 一 �
�

���度 � � 土 �
�

�」卫� �� �

’

��� �叭����杆�
�

� � ， ��分别代表丑�和蔗糖的浓度
。

方程达极显著水平
，

能代表实际情况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理论
�

值与实际面口差较

小
，

�

卜
，

叭项均为负值
，

符合报酬递减率
，

坑为正值表明丑�与蔗糖有正交互作用
。

用方程求出
， � ���

和对应的
�

了值的 �是已数迸

行绘图模 拟
，
由 图 可 见

，
在 ��一 定 时

”
�

，�卜��������
七

�
八目

�
�某、令�洲

，﹃仁曰�

��尸

�了力

人

�
卜�，�‘手

�的一

八�簇令�梢刃

��
��

肖 �，

华

�解

� � � � ��� �� 燕摘 � � � � �止
、

�屯�

蔗糖和��对块茎数量 的影响

往
�
图二� 中

，

图 �中
，

图�

�
�

����� �
�

��一�� �
�

��一��� �
�

��二 �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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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随 着 蔗 糖 浓 度 的 升 高

，
微 型

薯的个数 也随 之 增 加
，
在 本 实 验 的 蔗

糖浓度范围内
，
没有下降的趋势

，
均以���

为最高
，
但当浓度增加对

，

曲线 也上升
，

随

后又下降 口� 二 ����二�
，

这说 妈蔗糖对微

型薯形成灼影晌可受 �� 浓度的制约
。

当二

者的浓度都较高时
，
对微型薯的形成较好 �

曰娜而当蔗糖一 之
’

寸 �口 日�
，
�坟 之型薯灼影

响呈抛物浅形
，

在��知��范同内较好
，
而

且当帐恰浓度升高讨
，

曲线明显上 升 ���

�
�

��“
种

，
随后上升趋势又减小

，
这 也说

一

明

丑�对微型薯的作用
，
受蔗糖浓度的 制 约

。

因此
，

二者之间必然有一个最佳组合
。

讨方程求导可得到 �� 和蔗糖的理论最

组合为
��

�

�������
一

卜��
�

���蔗恰
，

此时所

注得微型薯的个数为��
�

��个�瓶
。

这个组合

的浓度与图中灼找泪吻合
，

司时族伦浓度 也

与前述的
一

兰因素实验基本一致
，
但 微 型 薯

的形成受 浪多因素的影响
， �

匀品 种
、

苗龄
、

温度
、

光照强度等
，
因此上述理论仅作为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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