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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种薯因病毒导致退化
，
一直是减

产勇土铡声
，
全世界每年

�

由此损失����万

吨
。

��年代以来
，

自从利用茎尖脱毒产生脱

毒苗并获得脱毒种薯
，
退化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
，
产量倍增

。

但人们对脱毒薯增产的生理

基础以及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则了解很少
。

为此
，
以带毒薯为对照

，

与脱毒薯进行了比

较研究
，
以便更好地发挥脱毒薯 的 产 量 水

平
。

试验于����年 �月开始
，
����年 �月完

成
。

在山东农业大学实 习农场和校园进行
。

供试品种以泰山 �号为主
，
白头翁为辅

。

两

个品种的脱毒种薯均来自����年第 �次网室

秋繁薯
、

带毒种薯为未经脱毒的退化薯
。

供

试土壤为中等肥力的粘壤土
。

通过产量对比
，

泰山 �号脱毒薯植株比

带毒植株生物学产量提高��
�

��
，

秧重提高

���
�

�纬
，

二者达极显著水平 � 块茎产 量 提

高 ��
�

��
，
达显著水平

。

但块茎�秧比值 却

极显著地小于带毒植株
。

表明脱毒薯植株的

光合产物
，
用于块茎生长的份额

，

远少于带

毒植株
。

如果本试验脱毒薯植株的 块 茎�秧

比值也达到带毒薯植株的水平
，
则其经济产

量还可提高��
�

��
。

脱毒薯植株表现有旺盛的生 长势
，

初花

期株高
、

茎粗
、

叶面积
、

分枝数和结薯数分

别大于带毒薯 植 株 的 ��
�

�
、
��

�

�
、
��

�

�
、

��� �和 ���
�

��
。

生长分析结果表明
，

脱毒

薯整株和块茎在生长期间各期的干重
，
都比

带毒薯的重
，

二者的差异呈现前 期 相 对 较

小
、

后期加大的规律
。

脱毒薯整株和块茎的

干重理论最大值分别大于带 毒 薯 的 ��
�

��

��
�

��和 ��
·

����
·

��
。

但在本试验中
，
因

受衰减速度和时间的影响
，

实际上都没有达

到
，
而且脱毒薯植株的干鲜重平衡期 �即茎

叶重�块茎重 二 �的时期�亦有推迟的趋势
，

经济系数较低
。

脱毒薯植株的这些生长特点
，

有利于产

量形成
，

表明有着十分强大的产量潜势
。

但

在本试验
，

这种潜势还没有被充 分 发 掘 出

来
。

因此
，

采用脱毒薯做种时
，

在栽培技术

措施上
，
似应于发棵中后期适当控制茎叶生

长
，

促进光合产物及早并大量地向块茎中输

送
，

进一步提高经济产量
，

这在马铃薯二季

作区春季栽培期间
，
由于生长期短促及后期

高温长 日照
，
有利于茎叶生长而不利于块茎

生长的情况下更应注意
。

通过用 ��
�

气体分析仪进行非离 体 测

定
，
脱毒薯植株单叶片光合强度比带毒薯植

株的高 ���
，

��
，
而呼吸强度则低 ��

�

��
。

脱毒薯植株在低光强 ��
·

�千���左右� 下
，

光合强度不及带毒薯植株的高
，

但随着光强

的增加
，

则越来越明显地超过后者
。

脱毒薯

植株单叶片的光饱和点为 ��千�� � 左右
。

此

时光合强度为 ��
·

�������
�·

��
，

而带毒薯

植株的光饱和点为 ��千��� 左右
，

相应的光

合强度为�
�

�������

���
� ·

��
。

脱毒薯植株

光合强度之所以提高
，

是其光合作用暗反应



马铃薯杂志
，
第�’卷 、 第 �期

， ���� �弓

提高的结果
，

暗反应速度是带毒 薯 植 株 的 养的能力较强
。

在生长过程中
，
其茎

、

叶中

���
�

��
，

但光反应速度仅为 带 毒 薯 植 株 氮
、

磷
、

钾含量占干物重的百分率也较高
，

的 ��
�

��
。

与光合作用直接相关的 叶 绿 素 脱毒薯植株氮
、

磷
、

钾的营养状况及代谢水

�� 十 ��含量
，
脱毒薯植株的为 �

�

����� 平的总趋势明显地优于带毒薯植株
。 ‘

�扩
。

带毒薯植株的为 �
�

������� “ ，

前者 上述脱毒薯植株的这些生理特性
，

形成

比后者高��
�

��
，

其中叶绿素
�
和 �分别高 了其高产的生理基础

。

��
�

��和��
�

��
。

至于种薯的情况
，

脱毒种薯的休眠强度

脱毒薯植株水分代谢较旺盛
，
同时抗高 较强

，

但其一旦发芽后
，

则芽的生长较快
，

温
、

干旱的脂力较强
。

其植株叶片的蒸腾强 供试的两个品种
，
带毒种薯顶芽的萌发和生

度在土壤水分充足
、

强光及适温条件下
，
比 长都早于脱毒种薯

，
但以后脱毒种薯的顶芽

带毒薯植株的高��
�

��� 而在土壤干旱
、

强 长度逐渐接近带毒种薯
，

并超过之
。

侧芽的

光及高温条件下
，
反而比带毒薯 植 株 的 低 平均长度也表现同样趋势

。

侧芽数的多少
，

��
�

��
。
脱毒薯植株叶片含水量两次测定比 因品种不同而异

。

休眠结束时
，
脱毒种薯代

带毒薯植株的分别高巧
�

��和��
�

��
，

其中 谢活动旺盛
，
活动区亦广

。

用四氮哩�����

自由水分别高�
�

��和��
�

��
，

束缚水第 � 对种薯纵切面染色
，
脱毒种薯着色较深

，

范围

次测定时高 ��
�

��
，
第 �次测定时 基 本 相 也较广

。

而带毒种薯只在顶端微微着色
。

泰

等
。

山 �号于收获后 �� 天
，

白头翁于收获 后 ��

作为植物抗性指标的体内游离脯氨酸含 天
，

对种薯 �包括芽� 内源激素含量测定表

量
，

在正常或干旱 �表层 ���上壤绝对含水 明
，
两种种薯 ���的含量差异极微

，
���

和

量分别为 ��
�

��和 �
�

��� 的土壤水分状态 ���的含量则脱毒种薯明显高于带毒种薯
。

下
，

带毒薯植株的都比脱毒薯植株的高
，
分 这正是脱毒种薯一旦萌芽后

，
生长势较强的

别是后者的�
�

��倍和�
�

��倍
，

这是其既要抵 内在原因
。

泰山 �号脱毒种薯��
�

和���含

抗病毒侵染
，
又要适应逆境的表现

。

但干旱 量分别高于带毒种薯的 ��
·

���和 ��
·

。�，

胁迫下与正常状态下相比
，

脯氨酸量增加的 白头翁品种分别高��
�

��和�����
。

倍数
，

则以脱毒薯植株的为高
，
二者分别为 马铃薯种薯解除休眠而萌芽得早晚及其

����和�
�

��
。

说明脱毒薯植株对逆境能很快 后芽生长的快慢等
，

关系到能否及早地形成

做出反应
，
具有强大抗逆性

。

强大同化体系
，
从而影响到产量高低

。

根据

通过对脱毒和带毒薯植株氮
、

磷
、

钾吸 脱毒种薯休眠程度较强的特点
，

需要采取更

收动态的测定
，

证明脱毒薯植株吸收矿质营 加有效的解除休眠的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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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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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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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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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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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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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广告要求

本刊承办国内外与马铃薯专业有关的广

告业务
。

有关事宜请来人来函洽谈
。

文稿一经刊出
，
即按国家有 关 规 定 付

酬
。

来稿时
，
请作者详细写明通讯地址

。

一

切来稿均寄
�

哈尔滨市香坊区东北农学院 《马铃薯杂

志 》 编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