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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ABT5号增产灵对马铃薯的生长发育、生理效应和增产效果。结果表明用 5× 10ˉ

`lO× 10^仓 和 15× 10^6的浓度分别进行浸种、闷种和叶喷均能促进地上和地下部的健康生长。叶

面积增大 ,干物质含量提高,叶绿素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明显高于对照。同时,处理组的根系

活力和叶片过氧化物晦活性增强。经济性状和产量得到明显改善。结果证明,处理方法以问种

效果最佳 ,浓度以 10× 10^6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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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增产灵系列产品是一类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其促进活性、稳定性和增产效果
远超过目前在国内外通用的在7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王涛,1994),它对植物生长发育的
调控作用和增产效果,已在小麦、水稻、豆类和玉米等多种作物上进行了广泛的应用研
究和推广 (吴中伦,1992)。 实践证明,这类生长调节物质对多种作物具有提高发芽率、

促进生长,增强抗性和提高产量等生理功效。关于 ABT5号增产灵对马铃薯生长的生理
调控和应用效果的报道不多。因此,我们在以前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ABT5号增
产灵在高原地区马铃薯生产上的应用效果,生理效应和作用机制,为 ABT5号增产灵在
马铃薯生产上的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一、材料和方法

(1)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固原 33,ABT5号增产灵由中国林业科学院ABT中心提供。
(2)试验设计 本试验于 1993-1995年分别在西宁市林业站试验地和西郊农户田中

· 本文系 《青海省 ABT应用推广和作用机理研究》成果总结之三,协作单位和个人同其成果总结之一。

本文 1995年 10月 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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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 3种处理方法 (浸种、闷种、叶喷),4种浓度 (0、 5× 10ˉ
$、 10× 10ˉ

6、 15×

10^6),3次重复,试验地区海拔 2300米左右,年降水量 360毫米左右,年平均温度 6C

左右 ,试验地平坦,土壤肥力中下等 ,前茬小麦,小区面积 在0米2,小区试验株距 25厘

米,双行垅作,梗宽 100厘米,高 25厘米,亩播种量为 120千克,4月 20日 播种,播种

前亩施有机农家肥 4000千克,磷酸二铵 33千克,生长期间不施追肥 ,田 间管理按常规

进行。

(3)处理方法

1)浸种 用塑料桶装人配好的药液,分别将薯块 (凉 查天)投人不同浓度的药液中 ,

浸泡 1小时,涝出后立即播种。

2)闷种 将切好的薯块 (凉 4天)置于塑料薄膜上,分别均匀地喷上不同浓度的药

剂,边喷边搅拌至薯块表面都附上药液为宜。然后用麻袋盖好 ,放在阴凉处闷 4天 ,次

日播种。

3)叶面喷施 :在花期将配好的不同浓度药液分别均匀地喷施在各处理组的植株叶片

上。

准)分析测试方法

叶绿素含量参照沈伟其 (1989)和 吉田昌一 (1971)报道的方法提取测定,叶面积

用 3000型叶面积仪测定。可溶性糖含量用蒽酮 (韩雅珊 ,1978)法测定,根系活力用 α

一萘胺法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91980)测定。叶片过氧化物酶活性用愈创木酚法 (章骏

德等 ,1982),生育期 ,生育动态,经济性状和产量按常规方法调查观测 ,统计分析。

二、结果和分析

1· 生长发育

ABT5号增产灵浸种 ,闷种或叶面喷施处理马铃薯后 ,对地上部各生长指标的影响效

果基本相似。表 1指出,植株高度以 10× 10ˉ
6处理的最高 ,为 77· 0-80.0厘米 ,15× 10ˉ

6

处理的居中,5× 10ˉ
6处

理的第 3。 从茎粗度看出也是处理明显大于对照 ,其中以 10× 10ˉ
6

浓度闷种处理的效果最好 ,5× 10ˉ
6浓

度处理的最差。3种处理对叶面积的变化都有较大

影响。浸种处理的比对照增加 18· 7%——
22· 5%,闷种增加 17· 5%— 23· 1%,叶喷增加

15.5%— 25· 1%。 同时,各处理的地上和地下部干物质积累平均比对照分别增加 17· 8%、

18.8%和 15· 8%。 各处理浓度之间,增加顺序为 :10× 10ˉ
6)15×

lOˉ
6)5×

10ˉ
s>对

照。

各处理方法之间增加顺序为:闷种>浸种)叶喷>对照。

2.生理效应

使用不同浓度和不同方法处理的马铃薯 ,叶绿素含量均高于对照 (表 2),尤以 10×

10ˉ
6叶

喷处理的增加最多,用 5× 10ˉ
6、 10× 10ˉ

6和 15× 10ˉ
6浸

种、闷种和叶喷处理的含

量分别比对照增加 39· 5%—71.4%、 27.8%—58.5%和 4⒋ 9%—73.8%。 可溶性糖含量

经 3种浓度浸种处理的分别比对照提高 2⒋ 7%、 41.4%和 32· 2%,闷种处理的分别提高
26· 9%、 49.1%和 37.9%,叶片喷施处理的分别提高 19· 6%、 40.0%和 35· 7%,可见 ,

这对增强春小麦的抗性 ,提高生长素质 ,增加光合产物的积累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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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s

lO× 10^6

15× 10^6

0× 10^6

5× 10^6

10× 10^s

15× 10^6

o× 10^6

5× lO^6

10X10^6

15× lO^s

Table 1

表 1 ABrs号堵产灵对马铃△生长发有的形咱
nffect。 r ABT5 pin。 ‘̄grotth regulator o△ (△e gro平 th a0d deVeIopⅡ lent of potato

处 理

Treatmcnt

浸种

seed soaking

闷种

seed drcssing

叶面积

Leaf

(cm2)

根系干重

Dry weight

of root

(g)

78.8

90.众

93,8

92.o

浸 种

seed soaking

叶喷

L.eaf spraying

抹高

Piant

height

(cm)

68,1

74.1

80,6

74.6

茎粗

stenl

wldth

(mm)

12.2

12,8

13.9

13.3

12.3

12.7

15.o

14.o

单株干重

Plant dry

、veight

(g)

闷种

seed drcssing

67.2

74.o

78,8

76.9

66.4

68.7

77,o

68.9

12.1

11.3

13.6

12.8

7逐 .9

89,6

91.5

90,o

lO.8

12.5

13.1

12.9

1872.还

2200.3

2305.1

2211,2

78,4

90.3

94.5

92.2

11,1

12.7

14,2

13.o

1873.4

216逐.1

2358.3

234近.2

10.9

11.8

12.5

12.o

注:表中数据为 15个单株调查值的平均数 .

l′Tote; 
·
V·alues in table are rneans of 15 plants

表 2 ABT5号增产上对马铃窘叶绿素含工和可溶性脑含△的形咱
Table 2 Effect of ltBT5 pin】 】‘-grOw· th reguIa‘ or on conte△ ts oF clIIoron△ yII nnd soIu0le sugar in 1x)tato leaves

处  理

Treatment

叶绿素

Chlorophyll

(mg/cmz)

o.01138

o.01587

o.01951

o.o1612

o.01151

o.o17衽 8

0,01824

0.01471

逐.25

5.30

6.01

5.62

4.28

5.43

6,38

5.90

o× lO^6

5× 10^c

10× 1o_s

15× lO^6

o× 10^s

5× lO^6

10× 1◇
^6

15× 10^s

0× 10^仓

5× 】0^‘

10× 10^6

15× 10^念

叶喷

Leaf spraying

o.OlO95

o.01587

o.o19o3

o.o1598

4.43

5.30

6.20

6.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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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8

2243.3

2315,8

2264,2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ar

(n△ig/lOOg)



从测定数值可看出,ABT5号增产灵对马铃薯地下部生长发育的影响较为明显,不仅

使根数量、根体积和根量增加,而且根系活力有明显的提高,并能使叶组织内的过氧化

物酶活性增强 (表 3),其中 3种浓度叶喷处理的效果较为突出,分别比对照高 14· 1%、

34.6%和 16· 1%,闷种处理的效果居中,浸种处理的效果较差,一般认为,过氧化酶活

性的强弱,根系活力的高低与植株的抗性和生长发育有关。由此表明,ABT5号增产灵 ,

对防止马铃薯根系的早衰,提高根系吸收功能,防御活性氧或其它过氧化物自由基对马

铃薯细胞膜系统的伤害,保持细胞膜有较高的稳定性,防止细胞的衰老,提高植株的抗

逆能力是十分有利的。

表3 ABT5号增产灵对马铃△根系活力和叶片过自化勃酶活性的形咱

Table 3  E.fFeCt oF ABT5 P.Inn‘ -grOw1△ regulator on roo· t vitallty alld activ‘ ty of leaf per()Xidnse in potmto

叶片过氧化物茁活性

Activity o.f lper.oxi(lase

(unit giaoacol

/g· FW/h)

处  理

Treatment

根系活力

Root vitality

〈α-naphthylaInine

ltg/g· FW· h)

浸种

seed soaking

闷种

s.eed dresslng

叶喷

I..eaf spray△ ng

82.1

90,3

94.2

92,l

82.3

92.o

95,8

89,4

118.2

129.4

132.2

128.o

120.1

132.8

143.5

138.4

117.8

13还 ,在

158.5

136.8

81.9

88.4

90.3

86,9

3.经济性状及产量

据调查,ABT5号增产灵处理马铃薯对其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不同 (表 4)。 浸种处

理的主茎数、分枝数和薯块数分别比对照平均增长 17· 7%、 28.8%和 15· 8%,闷种处理

的平均分别增长 23· 5%、 28.1%和 21· 7%,叶喷处理的平均分别增长 11· 8%、 1⒋ 4%和

14· 9%,各处理组商品薯率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表中看出,构成产量的主要经济性

状,无论是浸种、闷种或叶喷,都比对照有明显改善,尤以闷种处理效果最佳。

0× 10^6

5× 10^s

10× 10ˉ s

15× 10ˉ 6

o× lOˉ 6

5× 10ˉ s

lO× 10^6

15× 10^6

0× lO^6

5× lO^6

10× 10^s

15× 10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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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BT5号增产灵对马铃击经济性状和产】的形咱
Tabie 4 EFfeCt or ABT5 plant-growth reguimor OIl yieid com.no△

ents a△ d yield of potato

处  理

Treatment

茎数

Number 分校数

Number

branch

薯块效

stem

tuber

(nunlber)

商品薯率

Commodity

perCentage

(%)

亩产量

Yicld

(kg/mu)

增产率 〈%)
P.crcentage

of increase

producti。 n

浸种

seed

soak~

lng

1.7

1.7

2,1

1.9

3.7

4.6

5.o

4.7

3.8

4.8

5.2

4.6

3.7

4.0

4.5

4,2

7.6

8.2

9.1

9.1

90.o

97.2

98.3

97.9

2655

2998

3508

3433

+12.9%

+32.1%

+29.3%

2671

3467

3701

3500

+29.8%

+38.6%

+31,0%

2660

33衽l

3衽 99

3304

+25.6%

+31.5%

+2⒋ 2%

闷种

seed

dress-

lng

90.8

98.1

98.8

98.4

1.7

1.9

2,3

2,1

1,7

1.8

2.o

1.9

7,7

9.5

9.7

8.9

7,6

8.o

9.2

9.o

叶喷

Leaf

sprar

1ng

89,5

97.4

98.6

98.o

3种处理的产量结果表明,闷种的效果优于浸种和叶喷,其中 5× 10^6、 1o× 10^6和
15× 10^6处理组分别比对照每亩增产 796千克、1030千克、829千克,平均增产 33.1%。
浸种处理的每亩分别比对照增产 343千克、853干克和 778千克,平均增产 24· 8%,叶
喷处理的每亩分别比对照增产 681千克、839干克和 644千克,平均增产 27· 1%,经分
析各处理方法和使用浓度的效果,10× 10^6闷种处理的增产效果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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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O-6

5X10^6

10× 10-o

15× lO^6

o× 10^6

5× 10^6

10× 10-‘

15× 10^6

o× lO-6

5× 】0-6

10× lO^s

15× 10^6

· 285·



E.ffects of AB'r5plant-gro、 v· th rcgulator on gro、v·th and developnlent, physiologica1

cffects and yield of potato were in.vcstigated.Thc results shoˇ
ved that after seed soaking、

secd dressing and lcaf spraying环⒎ith 5× 10ˉ
6、
 lO〉<10ˉ 6and 15)<10ˉ 6 respective1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cnt of aboveground and undcrground were prornoted. leaf arca and

dry nlatter i1△creased, the con.ten~ts of clllorophyll and soluble sugar were raised, atld vi-

tality of the roots and activity of leaf peroxidase`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1. and·

AIBT5 plant-gro、 v· th regulator inlprovcd yicld con1ponents and yied of potato.as a result,

treatmcnt cornpared lVitb.con.trol, yield of seed soak.illg、  sced dressing and.leaf sprayillg

incrcased by 12.9-32· 1%.29· 8-38· 6%and 24· 2-31.5%respcctively, Application

effects of AI;'r5plant-gro、 vth regulator showed that optimum treatment concCntration

in potato、vas 10>〈 10ˉ
6; optinlum treatnlent method in potato was seed dressing.

Key l评 ords:AE;'r5plant-growth regulator;Potato|groWth and developrnent;Physiologi-

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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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PERIMENTs OF THE ABT5 PLANT-GROWTH
REGULATOR IN PoTATO CULTURE IN PLATEA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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