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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PP333) 在马铃薯组培快繁中的应用 
张 梅，孙治军，杨守军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校区农学与生物系，山东 烟台 264002) 

摘 耍：马铃薯组培快繁过程中，在培养基中加入浓度为 0．2～O．3 mg／L的多效唑，能明显降低株高和 

节间长度，增加节数和生根数，植株叶片变厚，叶色加深，叶绿素的含量增加，易形成壮苗，移栽的成活率达 

86．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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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是一种生长延缓剂，能抑制多种作物的 

纵向生长口 ]，提高植物的抗逆性[3]，在大田生产 

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水稻、香蕉和草莓的组织培 

养中，PP。。。有促发壮苗和生根的作用[．州]。在马 

铃薯的组织培养中，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多，其试管 

苗生长势弱，移栽后成活率低。将 PP 。 应用于马 

铃薯组织培养中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本试 

验的目的在于寻求适宜的浓度，提高马铃薯试管 

苗质量，提高移栽的成活率。 

l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津引 8号继代多次的细弱试管苗。 

1．2 试验方法 

在无菌的条件下，选择生长势基本一致的弱 

苗，分别接种于添加不同浓度 PP。。。的MS培养基 

上。试验设 5个处理，培养基中的 PP 。。浓度分别 

为 0(CK)、0．1、0．2、0．3、0．4 mg／L，每处理重复 

3次，每重复接种 1O瓶，接转后 25天调查统计。 

1．3 项 目调查测定 

接转 25天后取样测定株高、节数、节问长度、 

生根数以及叶绿素的含量。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 

用 80 丙酮暗提取 48 h，721分光光度计在 652 

nm处测定叶绿素 A、B的总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PP。。。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培养基中加人不同浓度的 PP。 试管苗的生 

长明显受到影响(表 1)。在0．1～O．4 mg／L的浓 

度范围内，随着 PP。。。浓度的升高，株高和节间长 

度明显缩短，节数增多，根数略有增加，叶片变厚， 

叶色加深，叶绿素的含量增加。当 PP。。。浓度大于 

0．3 mg／L时，叶色深绿，叶片肥厚，但叶片卷曲皱 

缩，说明浓度过大。试管苗表现为矮化，生长健壮， 

虽然随 PP3。。浓度的升高，试管苗生长健壮，但浓度 

过高，植株矮化反而降低了其繁殖系数。 

表 1 不同浓度 PPm对马铃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2．2 PP3。。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2看出，培养基中加人 PP。。。后，试管苗 

移栽成活率明显提高，其中以 PP3。。浓度 0．2～0．3 

mg／L处理效果最好，移栽成活率超过 85 。当 

PP3s。浓度大于0．3 mg／L时，移栽成活率反而下降。 

表 2 不同浓度 PPm对马铃薯试管苗 

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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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保护地土壤障碍因子分析及其治理对策 
亓文田，张 玲，高长水 

(莱芜市农业局，山东 莱芜 271100) 

摘 要：通过对保护地蔬菜土壤障碍因子的分析，提出了消除其障碍因子的建议，为保护地蔬菜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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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地处鲁中山区、汶汇河两岸，是泰莱平原 

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肥沃，水浇条件良好，交通 

便利，发展蔬菜保护地栽培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近年来，莱芜生姜、大蒜等蔬菜远销国内许 

多大中城市及国际市场。但由于多年连作，追求 

高效益，盲目大量施用氮、磷化肥，造成土壤氮、磷 

高度积累，严重的出现盐渍化。不平衡施肥造成 

土壤缺乏钾、钙、镁、微量元素，土壤和植物养分比 

例严重失调，土壤致病微生物高度积累，土传病害 

严重，蔬菜生理障碍越来越突出，成为限制保护地 

蔬菜栽培持续发展的瓶颈。通过对土壤肥力、栽 

培管理特点、障碍因子的分析，提出了防治蔬菜生 

理障碍土壤因子的对策。 

1 施肥水平及特点 

1．1 有机肥施用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秸秆还田、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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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肥、有机无机复合肥的施用越来越重视，一般每 

666．7m2施禽畜厩肥2 000~4 000 kg，豆饼 60～ 

150 kg，或无机、有机复混肥 200"--300 kg，可保证 

保护地蔬菜对有机肥的需求。 

1．2 化肥施用 

保护地施肥主要以尿素、磷酸二铵为主，少量 

应用碳酸氢铵、硝酸铵、硫酸铵、硫酸钾、三元复合 

肥，并施用叶面肥。一般每 666．7m2基施磷酸二 

铵 60～120 kg，追施尿素 50～150 kg，氮磷钾比 

例为 1：0．58：0，与蔬菜的适宜氮磷钾需求比例 

1：0．5：1．2相比，表现为养分比例失调。 

2 土壤肥力现状分析 

由于偏施有机肥和氮磷肥，土壤某些养分高 

度积累，且随种植年限的延长而增加，其中磷积累 

浓度比粮田高 1．2～7．6倍。由于忽视钾肥的施 

用，土壤钾素含量严重不足，且随种植年限的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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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在本试验的浓度范围内，随浓 

度的升高，PP。。。可以有效地抑制株高，形成壮苗。 

但浓度超过 0．3 mg／L时，反而降低繁殖系数和 

成活率。因此，在马铃薯组培快繁过程中，应兼顾 

试管苗健壮、繁殖系数高和移栽成活率高几个方 

面，在本试验 条件 下，PP。。。浓度 以 0．2～ 0．3 

mg／L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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