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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国就开始马铃薯茎尖

脱毒及良种繁育技术的研究，在生产上取得了显

著的效益。人们逐步认识到生产脱毒种薯的重要

性。对此，许多专家做了大量研究，诸如激素对

试管薯诱导，剪取茎段扦插，试管苗直接移栽等。
由于试管薯太小，直径在 2～5 cm容易干瘪，不易

保管和贮存，而试管苗移栽或扦插得到的原原种

薯块大，生产周期短，数量多，易贮存，生产上

多采用此方法生产原原种[1]。董淑英等[2]研究认为，

对移栽到基质中的试管苗生长20 d 后剪取顶芽扦

插，扦插苗单粒重达 4.02 g，试管苗只有2.95 g；

而试管苗的每百株块茎数为 860 粒，比扦插苗高

58.26%。戴素英等[3]对脱毒马铃薯试管苗直接移栽

研究认为，试管苗平均单株结薯率达 4.2 粒，平均

薯重达 6.8 g。无论采用哪种途径，最终都须能显

著提高原原种产量。本试验对川芋早和米拉两个

马铃薯品种脱毒试管苗在移栽到基质后的第 30、

45 d 分处理剪取 1 次和 2 次顶芽，并将顶芽扦插

在防虫网室内生产原原种。旨在探索剪取 1 次和2
次顶芽后的试管苗和扦插苗结薯状况，剪取顶芽是

否显著影响母株的产量，比较由一株试管苗在剪取

1、2 次顶芽和对照处理下总产量差异，为探索一

种能高效、高产的马铃薯原原种生产方法提供试验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川芋早、米拉马铃薯品种的脱毒试管苗由四川

农业大学马铃薯研究开发中心提供。川芋早为早熟

品种，米拉为晚熟品种。扦插苗为试管苗移栽 30、
45 d 后的顶芽。
1.2 试验方法

试验时间从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1 月，试验

地点在四川农业大学农场 3 号大棚。大棚为双层覆

盖，内层为薄膜，外层为防晒网。栽植基质为锯末

与细土的混合物（V 锯末： V 细土=1： 2）。
1.3 试验设计

处理 1：一次扦插苗（由试管苗 1 移栽后第一

次剪取的顶芽），记为 A1。
处理 2：二次扦插苗（由试管苗 2 移栽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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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脱毒马铃薯试管苗及顶芽扦插生产原原种情况，探索一种高效、高产生产马铃薯原原种的方法，

对川芋早和米拉试管苗移栽到基质（V 锯末： V 细土=1： 2）30、45 d 后剪取顶芽（带有 3~5 片叶），将顶芽扦插在相同基质

的防虫大棚网室内。分品种比较一次扦插苗（第一次顶芽）、二次扦插苗（第二次顶芽）、剪取一次的试管苗、剪取二次

的试管苗、未作处理的试管苗（对照）的各自的产量及其形态指标。结果表明：一次扦插苗平均单粒重最大，川芋早每

粒为 4.0 g，米拉为 3.7 g，极显著高于剪取一次顶芽后的试管苗、剪取二次顶芽后的试管苗和二次扦插苗。对照单株结

薯数最高，川芋早每株为 3.9 个，米拉为 4.0 个，显著高于剪取二次顶芽后的试管苗、二次扦插苗、一次扦插苗。剪取

顶芽能显著增加由一株试管苗繁殖的 1 g 以上原原种个数，剪取一次顶芽和剪取两次顶芽繁殖的 1 g 以上原原种个数差

异不显著。对移栽的试管苗可以剪取一次顶芽，并将顶芽作为扦插苗生产原原种，此方法能显著增加原原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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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剪取的顶芽），记为 A2。
处理 3：定植苗 1（试管苗被剪取一次顶芽后

的母株），记为 A3。
处理 4：定植苗 2（试管苗被剪取二次顶芽后

的母株），记为 A4。
处理 5：定植苗（移栽后没有剪取顶芽的试管

苗），设为对照，记为 A5。
马铃薯种植方式采用宽窄行，宽行距为 45

cm，窄行距为 5 cm，株距为 4 cm。川芋早和米拉

两个品种各 5 个处理。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

处理设 3 次重复，每个重复 50 个株。试验区四周

设保护行。9 月 3 日移栽试管苗，10 月 5 日第 1
次剪取顶芽，10 月 18 日第 2 次剪取顶芽，顶芽作

为扦插苗扦插在大棚内。试管苗和顶芽两者密度、
基质均相同。
1.4 脱毒试管苗的移栽及顶芽扦插

移栽前一星期对大棚和扦插基质进行消毒。
基质喷乐果防蚜虫，对整个大棚喷施瑞毒霉预防

马铃薯晚疫病[4]。
当试管苗长到 6 cm 左右，转入大棚内，打开

封口膜炼苗 3～4 d。
9 月 3 日移栽试管苗，试管苗移栽 30d 后，按

试验设计第一次剪取顶芽（带有 3~5 片叶），试管

苗移栽 45 d 后第二次剪取顶芽，顶芽扦插在相对

应的小区。剪取顶芽时需对其工具（剪刀、装顶芽

的瓷盘）用75%的酒精消毒处理，以免病毒再次进

入植株体内，防止二次污染。顶芽扦插时，先将

顶芽基部放入生根液浸泡 5 min，扦插苗最下面的

一个腋芽要埋在基质中，同时要使其最下面的叶

片露在基质的表面。扦插后用喷壶轻轻撒水，扦

插后1~3 天放在阴凉处。
1.5 试管苗和扦插苗的管理

水分管理：试管苗移栽后和扦插苗扦插后均

要浇足水分，在生长期间每两天浇 1 次水，时间

应选择在早晨或傍晚，对水分的补充直至收薯前

15 d 结束。
肥料供应：植株的养分供应都必须在试管苗

移栽和扦插苗扦插后 10 d 进行补充，其施肥方式

是将尿素溶解在水中，采用液体浇灌。
病虫害防治：移栽前 1 周对大棚进行消毒，

即：用 1%高锰酸钾和甲醛 0.125％进行喷雾。移栽

和扦插后 1 周开始喷药，每周喷药 1 次，共持续

喷 3 次。
生产管理：顶芽扦插 10 d 后开始长匍匐茎，

由于扦插深度有限，匍匐茎往往伸出地表，在生产

过程中要及时培土，保证薯块的外观品质。
种薯收获：保持薯块的完整性，分品种分处理

单株收获。
1.6 试验数据的测定及整理

试验数据的测定包括：单粒重、薯块数·株-1、
单株薯重等。测得的数据用 Excel 2003 和 DPS v3.01
专业版软件进行两因素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试验统计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在 5 个处理中，川芋早和米拉两个品种的平均

单株产量在对照处理下最高。对照平均单株产量极

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处理，定植苗 1 产量与一次扦插

苗差异不显著，定植苗 1 与定植苗 2、二次扦插苗

差异显著。剪取试管苗顶芽能显著降低试管苗平均

单株产量，随着剪取次数的增加，定植苗产量越低

（表 1）。

川芋早和米拉两个品种单粒重在 5 个处理中变

化趋势一致。平均单粒重在一次扦插苗处理下最

大。经过方差分析，一次扦插苗的单粒重与定植苗

1、定植苗 2、二次扦插苗差异极显著，对照与定

植苗 1、定植苗 2 差异显著。结果表明，川芋早和

米拉两个品种试管苗剪取顶芽能显著降低试管苗薯

块的单粒重，但单粒重都大于1 g，种薯符合生产

标准，剪取一次和剪取两次顶芽的母株薯块单粒重

表 1 不同处理下川芋早和米拉产量单株比较

品 种 处理 单株重（g） 每株 1g 以上个数单粒重（g）每株块茎数

川芋早

A1

A2

A3

A4

A5

7.7BCb

3.1Cc

8.8Bb

4.2Cc

13.2Aa

1.5Bb

1.0Bb

2.7Aa

1.7Bb

2.9Aa

1.9Bb

2.1Bb

3.7Aa

3.5Aa

3.7Aa

4.0Aa

1.5Bb

2.4Bb

1.2Bb

3.5ABa

米拉

A1

A2

A3

A4

A5

7.5Bb

2.8Cc

7.3Bb

3.4Cc

12.6Aa

3.7Aa

1.5Bb

2.5Bb

1.1Bb

3.2ABa

2.0Bb

1.9Bb

2.9Ab

3.1Ab

4.0Aa

1.4Bb

0.95Bc

2.6Aa

1.7Bb

3.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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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不显著。
川芋早品种单株块茎数在对照和定植苗 1 处理

下最多，米拉品种单株块茎数在对照处理下最多。
试验表明：剪取一次顶芽后，川芋早定植苗 1 的单

株块茎数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剪取两次顶芽后，母

株的单株块茎数与对照差异极显著。米拉品种脱毒

试管苗剪取顶芽能显著降低母株的块茎数，剪一次

顶芽和剪两次顶芽后的母株的块茎数差异不显著。
在 5 个处理中，川芋早和米拉单粒重大于 1 g

个数在对照处理下最多，对照的块茎大于 1 g 个数

与定植苗1 的差异不显著，与定植苗 2、一次扦插

苗、二次扦插苗差异极显著。结果表明：在川芋早

和米拉两个品种中，试管苗剪取一次顶芽，其母株

的块茎大于1 g 个数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剪取两次

顶芽，对母株的块茎大于 1 g 个数与对照差异极显

著。
单株重、单粒重、单株块茎数是马铃薯产量构

成主要因素，川芋早和米拉在 5 个处理下的变化趋

势一致。对照单株重极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处理；剪

取试管苗顶芽能显著降低试管苗母株的单株产量和

薯块的单粒重；在单株重和薯块单粒重方面，剪取

一次顶芽和剪取两次顶芽后的母株间差异不显著。
川芋早试管苗剪取一次顶芽后的定植苗单株块茎数

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剪取两次顶芽能极显著降低母

株的单株块茎数；米拉品种脱毒试管苗剪取顶芽能

显著降低母株的块茎数，剪一次顶芽和剪 二次顶

芽后的母株的块茎数差异不显著。

由表 2 可看出，川芋早和米拉两个品种 1 株试

管苗繁殖的薯块总重量在剪一次顶芽、剪两次顶芽

和对照 3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两个品种变化趋势

一致，平均单株产量在剪取一次顶芽处理下最高，

其次是剪取两次顶芽处理，产量在对照处理下最小，

川芋早剪取顶芽能极显著增加块茎大于 1 g 的个数，

米拉剪取顶芽能显著增加块茎大于 1 g 的个数；品

种内剪取一次和剪取二次顶芽块茎大于 1 g 的个数

差异不显著。剪取顶芽能显著提高 1 株试管苗繁殖

块茎数，剪取一次顶芽后总块茎数极显著高于剪一

次顶芽，剪一次顶芽总块茎数极显著高于对照。川

芋早 1 株试管苗繁殖的总块茎数低于米拉品种。

3 讨 论

试管苗于2007 年 9 月 3 日移栽，属于秋马铃

薯种植。米拉品种的单株产量略低于川芋早，可能

是由于米拉为晚熟品种，生育期长，有效积温未能

达到品种所需要，试验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

秋季种马铃薯时，应选择早熟品种或者播期适当提

前，避免因日照时间不足或温度低等非生物因素而

造成减产。
单粒重是马铃薯产量构成应素之一[5]，同时也

是衡量马铃薯原原种是否具有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

指标，只有当单粒重大于 1 g，薯块才具有商品价

值。川芋早和米拉两个品种单粒重在一次扦插苗处

理下最大，极显著高于剪取顶芽后的母株处理。
川芋早试管苗剪取顶芽后母株块茎数与对照差

异不显著，而米拉品种试管苗剪取顶芽能显著降低

母株块茎数，且随剪取次数增加块茎数减少，其原

因与两个品种特性有关，川芋早为早熟品种，米拉

为晚熟品种，秋马铃薯生长后期，日照和温度不能

满足晚熟品种要求，从而使川芋早和米拉两个品种

在不同处理间出现差异。
剪取顶芽能极显著增加一株试管苗繁殖的总块

茎数，总块茎数在剪两次顶芽处理下最多，其次是

剪取一次顶芽处理。因此，剪取两次顶芽处理增产

潜力最大，其关键在于提高单粒重。而剪取一次顶

芽处理中大于 1 g 块茎数最多，极显著高于对照，

剪一次顶芽处理薯块大于 1 g 块茎数和剪两次差异

不显著。综合产量和投入两因素可得出剪取一次顶

芽生产原原种为最佳方案。
马铃薯的再生能力很强（器官发生途径很强），

在适宜的条件下，每个茎节都可以生根，形成单独

的植株，在生产上常采用中耕培土、压蔓等措施来

促进根系和匍匐茎的发育[6]。因此，对于马铃薯原

原种生产，可以将试管苗剪取一次顶芽扦插，并通

过后期的培土进一步增加产量。

表 2 单株试管苗及顶芽总产量

品 种 处理 1g 以上个数单粒重（g） 总块茎数

川芋早

剪 1 次顶芽

剪 2 次顶芽

对照

4.2Aa

4.2Aa

3.0Bb

17.1Bb

22.5Aa

11.7Cc

16.5Aa

15.0Aa

13.2Aa

米拉

剪 1 次顶芽

剪 2 次顶芽

对照

14.8Aa

13.7Aa

12.6Aa

17.5Bb

23.2Aa

12.3Cc

4.0Aa

4.1Aa

3.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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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室脱毒马铃薯原原种生产的目的是防治蚜

虫为媒介传播病毒病危害马铃薯种薯质量，其次

是既获得高产又可生产出合格高标准的中等块茎，

为翌年提供优质的基础种薯。在整个生产操作过

程中包括定植密度、配方施肥、防控徒长、喷药

治虫、预防晚疫病、精细收获、分级包装、贮藏

等系列规范化技术指导、以期达到质量好，产量

高，效益佳目的。
冀张薯 8 号是 2006 年经国家审定的晚熟马铃

薯新品种，适合我国北方一季作区栽培。该品种

最大优点是：大中薯率高，抗逆性强，适合水旱

两地栽培，块茎外观漂亮，蒸煮食味佳，在城乡

鲜食菜用市场深受消费者青睐。

试验的设计目的是筛选出适合冀张薯 8 号网室

生产原原种最佳密度，使其在同等的单位面积上实

行保护地科学规范繁种，为建立高效优质的繁种体

系提供技术指导[1]。2008 年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按该试验所获数据进行 1.63 hm2 的冀张薯 8 号网室

原原种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采有冀张薯 8 号马铃薯脱毒瓶苗经温室 37 d
假植后，苗高 10～12 cm 长势一致的种苗为试材，

种苗来源于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科技园区生物中

心种苗生产基地。
1.2 试验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07 年 6 月 5 日至 9 月 26 日在张北县

南毫堑行政村网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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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育成并经国家审定的马铃薯新品种冀张薯 8 号脱毒假植苗为材料，在 40 目尼龙网纱覆盖网室内进

行不同定植密度对产量构成进行试验。设行距 80 cm，株距 20 cm、25 cm、30 cm、35 cm 进行标准化繁种栽培试验，

结果以株距 25 cm 单株经济性状最佳，中等块茎的生产比例大，为今后该品种网室原原种生产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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