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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解决马铃薯储藏过程中的出芽问题。[ 方法] 用马铃薯品种费乌瑞它作试验品种, 设6 个处理 , 研制不同的抑芽剂配方 ,
进行抑芽和储藏试验。[ 结果] 处理②( 1 .5 g CIPC 抑芽剂+ 0 .5 g 杀菌剂 , 均匀铺洒) 和处理③( 10 g CIPC,均匀铺洒) 效果最佳 , 应用抑芽
剂处理后可延长马铃薯的保质期 , 可长期使马铃薯块茎不发芽、重量损失小、外观保持新鲜。[ 结论] 处理②可以考虑进行大规模试验 ,
处理③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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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Inhibiting Effects of Several Chemical Reagents on Potato
DING Ying et al  ( Potato Institute of Guizhou Province , Guiyang , Guizhou 550006)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of the research was to solve the budding problemof potato inthe storage process . [ Method] With Favorita as trial vari-
ety , 6 treat ments were set up and different formulas of bud inhi bitors were developed to conduct the tests of inhibiting buds and storage were made . [ Re-
sult] Treat ment ②( 1 .5 g CIPCbudi nhibitor + 0 .5 g germicide uniformly spraying) and ③(10 g CIPC,uniformly spraying) have best effects . The treat-
ments with bud inhibitors could prolong the shelf life of potato , prevent potato tuber fromgerminating , reduce weight loss and keep fresh in appearance .
[ Conclusion] Treat ment ② could be considered for making the test in a large scale and treatment ③ was worth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Potato ; Bud inhibitor ; Test effect

  近年来, 贵州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逐年提高。贵州省马

铃薯的种植规模和年产量均位于全国前列,2006 年全省马铃

薯种植面积达59 .27 万hm2 , 居全国首位 ,2007 年种植面积为

62 .67 万hm2 , 成为全省继水稻、玉米之后的第3 大支柱作物。

但由于贮藏技术不当, 马铃薯在贮藏过程中易发生腐烂、发

芽、营养物质损耗等问题, 其中发芽会造成水分养分等的损

耗, 同时产生大量有害物质———龙葵素, 严重影响其品质和

商品率[ 1 - 2] 。贵州省马铃薯的收获、运输和贮藏都比较粗

放, 所以马铃薯块茎的贮藏远比一般谷类作物贮藏的难度

大。据相关统计,2003 年全省马铃薯的产量为747 .5 万t , 按

传统的贮藏方法, 贮藏期间的损失率以15 % 计算 , 全省损失

马铃薯产量达112 .13 万t ; 按每公顷产量为15 t 计算, 相当于

7 .47 万hm2 的马铃薯绝收[ 3] 。世界各国通常采用增加通风、

干燥和化学防腐方法来防治马铃薯储存病害[ 4 - 5] 。笔者探

讨了单独或复合使用不同的发芽抑制剂、化学防腐剂和杀菌

剂对马铃薯在常温下贮藏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的马铃薯品种为贵州省马铃薯研究所提供

的费乌瑞它 , 具有早熟、休眠期较短、不耐储存的特点, 产于

贵州省荔波县,2007 年4 月收获。挑选外观完好无破损的马

铃薯块茎, 重量为150 ～230 g 。

1 .2  试剂  试剂有 CIPC 抑芽剂、杀菌剂及化学防腐剂

( MH) 。

1 .3  试验地点 试验在贵州省贵阳市( 海拔1 140 m) 进行 ,

库房无通风换气设备, 单面有光线, 相对湿度65 % ～85 % , 贮

藏温度15 ～25 ℃。

1 .4 试验方法 将马铃薯块茎装入纸箱内 , 留有通气孔, 按

9 kg/ 箱装箱 , 每箱为1 个处理。试验设6 个处理, 具体见表

1 。对照不作任何处理。

1 .5 结果统计 各处理每月称重, 计算重量损失, 观察发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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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设计

Table 1 Test design

处理

Treatment
CIPC

杀菌剂

Germicide
MH

使用方法  

Operation method   
①  5 g  0   0 均匀铺洒

Uniformly spraying

② 1.5 g 0 .5 g 0 均匀铺洒
Uniformly spraying

③ 10 g 0 0 均匀铺洒
Uniformly spraying

④ 0 0 0 .25 % 喷洒后晾干
Airing after insufflation

⑤ 10% 0 0 .25 % 喷洒后晾干
Airing after insufflation

⑥ 10% 0 .2 % 0 .25 % 喷洒后晾干
Airing after insufflation

时间和出芽率, 统计抑芽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出芽情况  由表2 可知, 在6 个处理中 , 处理①、②、③

对马铃薯的抑芽效果都很明显, 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别, 所处

理的马铃薯在3 个月的常温下都没有发芽。处理④的马铃

薯35 d 后出芽, 并且芽的生长速度很快, 每个薯块上芽眼丛

生、顶端发紫。处理⑤的马铃薯也在35 d 后全部出芽, 但芽

表2 各处理对马铃薯的抑芽情况

Table 2 Budinhibitionsituationof eachtreatment to potato

处理

Treatment

出芽时间

Bud germin-

ationti me

d

40 d 后芽长

Budlength

after 40 d

c m

60 d 后芽长

Budlength

after 60 d

cm

150 d 后芽长

Budlength

after 150 d

cm

60 d 出芽率

Bud germin-

ationrate after

60 d∥%

① 未出 No - - - 0

② 未出 No - - - 0

③ 未出 No - - - 0

④ 35 d 0 .2～0 .8 0 .5 ～1 .5 1 .0 ～2 .5 100
⑤ 35 d 0 .2～0 .6 0 .5 ～1 .0 1 .0 ～2 .5 100

⑥ 37 d 0 .2～0 .5 0 .5 ～1 .0 1 .0 ～2 .0 80

CK 35 d 0 .2～0 .8 0 .5 ～1 .5 0 .5 ～2 .0 100

的生长速度不是很快, 也不是很粗壮, 芽眼较少。处理⑥的

马铃薯出芽不是很整齐, 有少部分薯块60 d 时仅见细小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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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 芽的长度总体来说不是最长的。

2 .2 重量损失  由表3 可知, 处理④的马铃薯重量损失最

多, 重量损失率达11 .11 % , 为6 个处理中最高,150 d 后薯块

表面明显萎蔫, 芽眼丛生 , 不能食用。对照的马铃薯重量损

失为0 .45 kg , 重量损失率为5 .00 % , 大部分薯块表面有萎蔫

现象。处理①、②、③的马铃薯重量损失和重量损失率均较

小, 三者差异不是很显著, 处理③略高, 但薯块外观仍较新

鲜, 表面光滑, 没出芽, 水分损失小。处理⑤的马铃薯重量损

失和重量损失率与对照基本相当, 薯块表面萎蔫, 水分损失

较大。处理⑥的处理效果也不好, 重量损失率仅比对照低

1 .33 % , 薯块外观很不好, 已失去使用价值。

表3 贮藏期各处理马铃薯块茎的重量损失

Table 3 Weight loss of potatotuber ineachtreatment at storage

处理

Trea-

tment

30 d 后重量

Weight

after 30 d

kg

60 d 后重量

Weight

after 60 d

kg

150 d 后重量

Weight

after 150 d

kg

平均重量

Average

weight

kg

重量损失

Weight

loss

kg

重量损失

率Loss

rate

%

① 9 .00 8 .91 8 .91 8 .94 0 .06  0 .67

② 9 .00 8 .94 8 .94 8 .96 0 .04 0 .44

③ 9 .00 8 .88 8 .88 8 .92 0 .08 0 .89

④ 8 .85 8 .85 6 .15 8 .00 1 .00 11 .11

⑤ 8 .85 8 .70 7 .95 8 .55 0 .45 5 .00

⑥ 8 .88 8 .76 8 .25 8 .67 0 .33 3 .67

CK 8 .88 8 .70 7 .95 8 .55 0 .45 5 .00

2 .3 成本核算 由表4 可知, 通过与抑芽效果、重量损失等

结果的综合分析, 处理②的效价比最高, 抑芽剂配合杀菌剂

使用, 成本低廉, 每1 000 kg 仅3 元。处理①、③的抑芽效果

也很好 , 在条件较差的库房可以发挥其优势, 成本也不太高。

表4 各处理储存效果与使用成本

Table 4 Thestorage effect and cost ineachtreatment

处理

Treatment

成本

Cost ∥元/ kg

储存效果

Storage effect

使用方便程度

Convenient degree for use
① 0 .009 好Good 很容易Easy

② 0 .003 好Good 较容易Relatively easy

③ 0 .018 好Good 很容易Easy

④ 0 .028 差Bad 较容易Relatively easy

⑤ 0 .043 差Bad 不容易Uneasy

⑥ 0 .045 较差 Worse 不容易Uneasy

3  结论与讨论

在现有的条件下, 使用成本低廉的抑芽剂就能解决马铃

薯在储存过程中的水分与重量损耗、发芽以至于不能食用等

问题。因为CIPC 抑芽剂属于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 安全

系数较大, 且使用方便, 常温下仍可以使用, 对湿度的要求也

不高。马铃薯撒施该抑芽剂后, 随时可以食用, 对存放马铃

薯的窖、室没有污染 , 对人体健康也没有影响, 试验效果很

好, 可以考虑进行大规模试验。使用抑芽剂是解决当前马铃

薯储存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但应注重与实际情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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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box 的数量较多, 可能与真核生物基因5’侧翼区 GC 含

量通常较高有关。

图3 CAAT-box 在真核生物启动子中的分布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CAAT-boxinpromoters of eukary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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