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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薯 3号脱毒苗不同部位外植体的快繁效应研究 

师 理 ，张永成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以马铃薯晚熟品种青薯3号脱毒试管苗为材料，研究了试管苗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的快 

繁效应，结果表明：连续培养3代试管苗株高、叶茎色、叶宽、单株叶片数、单株有效茎节数、单 

株根数、平均根长、植株鲜重和干重等生长参数均以植株中部外植体最高，基部外植体优于顶 

部；中部外植体的单株有效茎节数比基部和顶部分别多4．6和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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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 vitro micro propagation in relation to 

nodal position of potato explants 

Sill Li，ZHANG Yong—che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Qinghai University，Xining 8 10016，China) 

Abstract：Vires—flee planflets of potato cultivars：Qingshu No．3 was used to studied in vitro micmpmpa— 

gation in relation to nodal position of potato explants The results shewed that plant height，color of stems 

and leave，leave width，number of effective stem cutting per shoot，leaf number pe r shoot，and fresh and 

dry weight of planflets were produced from nodal explanm from middle portion of shoots(NEMtXS)more 

than those of upper portion and basal po 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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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苗快繁效应取决于培养基种类、生产调解剂种类及其浓度，培养条件和培养时间[ ～ 。 

也常见在同一培养瓶内小苗生长发育、单株叶片数、株高和根系等株间差异很大；在快繁中有弃去小苗 

顶端、亚顶部和基部一叶茎段外植体 2,5 及植株中部外植体在连续继代培养中生产能力最强，植株基部 

外植体均优于植株顶部[6 等相关报道，本文重点进行了脱毒苗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快繁效应的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品种 马铃薯晚熟品种青薯3号。 

1．2 外植体 将青薯3号的脱毒苗在培养基上培育壮苗，待小苗长到1O片叶时，将植株从顶部至基部 

分段，第一段 1～4片叶，为顶部外植体；第二段5～7片叶，为中部外植体；第三段8～1O片叶，为基部外 

植体，并分别切段。培养30 d后从3种外植体培养的小苗中随机取出4瓶，切除顶部两叶后，取中部外 

植体培养第二代；30 d后从第二代小苗中随机取出4瓶，取中部外植体培养第三代。 

1．3 培养基 配制配方为：Ms+BAP 0．1mg／L+NAA 0．1mg／L+GA 30．1mg／L+食用白糖 20．0 L+琼 

脂4．0g／L的培养基，调 pH至5．8后，分装在250mL培养瓶中，每瓶30mL，高压灭菌。 

1．4 接种 每代外植体各接2O瓶，每瓶接 1O株。重复3次，随机排列。 

1．5 培养条件 接种后置 20～25℃、光照强度 2 000～2 500 lx，每天光照 16 h，相对湿度70％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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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同一代的3种外植体置同一培养架的同一层内。 

1．6 观测记载 各代均于接种后第 l0、20和30 d观察测量，从各代外植体培养苗中随机取出一瓶，记 

载 l0株小苗生长发育情况及株高、单株叶片数、叶宽、基叶色(目测)、单株根数、根长、植株鲜重、植株干 

重和单株有效茎节数等。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对小枝梢生长的影响 

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对小枝梢株高、单株叶片数、茎叶色、叶宽和单株有效茎节数等生长参数的影 

响十分明显(表 1)。青薯3号植株中部外植体连续培养3代平均小枝梢株高比顶部外植体和基部外植 

体分别增加9．9 Inrn和5．6 mm；单株叶片数平均分别增加3．3片和2．4片；叶宽分别平均增加1．4 Inrn和 

1．2 mm；单株有效茎节数平均分别增加4．6个和2．6个；以植株中部外植体最佳，植株基部外植体次之， 

植株顶部外植体最差，但后两者差异不大。 

表 l 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对小枝梢生长的影响 

中部外植体 

2．2 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对小苗根系和生物量的影响 

试验表明(表2)：青薯3号植株中部外植体的小苗单株根数3代平均比植株顶部和基部外植体分别 

多0．7条和0．2条；小苗根长则均长 1．2 cm；植株基部外植体优于植株顶部外植体。同代比较，根长和 

单株根数也以中部外植体最佳，基部外植体优于顶部外植体。 

植株中部外植体继代培养3代平均植株鲜重比植株顶部和基部外植体的分别增加493．5 mg和 

426．9 rag,植株干重则分别增加为45．7 mg和42．9 mg，植株基地外植体3代培养的根系生长发育和生物 

量均优于顶部外植体。 

表2 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对小苗根系和生物量的影响 

基部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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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青薯 3号脱毒苗植株不同部位外植体连续3代培养快繁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小枝梢株高、单株叶 

片数、茎叶色、叶宽、单株有效茎节数、单株根数、平均根长、植株鲜重和干重等生长参数均表现出植株中 

部外值体优于顶部和基部外植体，而基部外植体又优于顶部外植体，与 的研究[ 报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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