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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作为四大粮食作物之一, 长期以来, 在

西藏海拔 1 000～4 500 m 的范围内都有种植, 种植面

积为 2 000～3 000 hm2, 单产一般在 1 000～1 500 kg,

该作物产量高而稳定。西藏具有适宜马铃薯生产的

自然条件, 发展脱毒马铃薯生产, 对改进人们的食

物组成,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但是

由于品种较单一、耕作水平低、病虫害连年发生、

品种退化严重等因素阻碍了马铃薯单产的提高, 西

藏的经济条件及特殊生态环境, 从内地大批量调种

不可行, 在育种、种植方面风险性大。为解决马铃

薯品种退化问题, 让农户增收致富, 根据西藏气候

及生态环境类型丰富多样的特点, 我们做了脱毒马

铃薯原原种生产技术的探索, 旨在找出最适应西藏

高原气候及经济条件的马铃薯原原种繁殖方法, 以

解决继代繁殖期长, 繁殖过程中易感病, 到农户手

中种植时不能真正发挥脱毒增产效应; 解决繁殖成

本高, 不能尽快低成本地投入大田生产; 减少长途

调运带来的损失等问题。并有必要在西藏高海拔低

纬度冷凉地带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的 商品薯生产 基

地。而脱毒原原种就是这个生产基地的坚实基础。

我们选择了内地及西藏各地方优良的马铃薯品

种, 进行脱毒、快繁, 目的就是要尽快从根本上解

决西藏马铃薯产量低的问题, 并尽快把抗病毒品种

的脱毒薯推广应用到大面积生产中去, 推动西藏的

马铃薯生产和经济发展。

1 生产技术

1.1 建立防虫网室

我们建成了一个总面积为 118 m2 的防虫网室 ,

以防止各类昆虫及其它动物进入。防虫网上罩上了

一层塑料膜 , 一方面可以避免阳光直 射在扦插苗

上, 提高其成活率; 另一方面在气温低时可以提高

网室内的温度, 并起到保持湿度的作用, 有利于扦

插苗的初期生长。

将网室中所用的砂壤土从山上取回, 施入足量

有机肥, 用高锰酸钾溶液充分消毒, 并在土壤内加

入了少量蛭石, 保证土壤的通透性, 划分小区。

1.2 扦插苗生产原原种

1.2.1 炼 苗

组培室中的脱毒苗, 其光照、湿度、温度都受

到人为控制 , 如果直接种植到网室的自然状态下 ,

必然会由于生长环境突变而生长不良甚至死亡。所

以在扦插前必须先炼苗, 以加强扦插苗对自然条件

的适应性, 提高其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将生长健壮的试管苗置于室温和自然散射光照

中, 逐步揭去封口膜, 炼苗一周。

1.2.2 扦 插

影响脱毒马铃薯产量的关键是脱毒苗扦插成活

率及生长状况。为了提高扦插苗的成活率, 扦插前

要灌足底墒水 , 使土壤持有良好墒情。然后推平 ,

按行距 20~30 cm 划行 , 将已炼好的苗剪段 , 每段

保持 3~4 节间 , 扦插时地下部分为 2~3 节间 , 地

上部分为 1~2 节间 , 按株距 4~5 cm 扦插。苗要随

取随栽于苗床, 浇定根水。

第一批扦插苗品种为凉薯 97, 于当年元月 8 日

全部带根扦插。由于当时气温正处在一年中最低时

期, 网室中又无供暖设备进行调节, 扦插苗的成活

率极低, 不到 15%。但在气温回升后, 成活下来的

扦插苗长势极好, 于 4 月底收获 , 4 平方米的面积

上收获原原种 1.5 kg。收获后 , 将这部分苗的匍匐

茎及枝进行了再扦插, 再扦插苗的成活率达到 95%

以上。同年 6 月底又收获凉薯 97 原原种 1.6 kg。这

既可以减少试管苗的生产 , 又可提高原原种产量 ,

降低生产成本, 为以后原原种生产提供了一条新的

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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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扦插苗原原种的产量

品( 株) 系
成活率

( %)

实际产量

( g)

小区面积

( m2)

折合 667 m2

产量( kg)

新米拉( 3) 49.3 212.8 0.29 489.4

凉薯 97( 6) 35.3 202.8 0.29 466.4

新米拉( 4) 28.3 177.5 0.29 408.3

新米拉( 6) 44.8 197.2 0.58 226.8

新米拉( 1) 38.1 271.2 0.87 207.9

实生薯( 1) 28.0 202.0 1.45 92.9

白土豆( 1) 46.5 109.8 2.03 36.1

思路。

在进行第二批和第三批扦插时, 为了观察脱毒

苗各部分生长情况, 我们把试管苗分成上、下两部

分, 上部一般 3~5 节间; 下部 4~6 节间, 带根。

把切下的上部脱毒苗茎段蘸取生根溶液后, 扦

插入土壤, 外露其顶部, 并将土壤培紧; 扦插下部

脱毒苗时, 外露 1~2 节间。浇定根水, 注意勿将苗

冲倒或掩埋住, 一周后观察其成活率( 见表 1) 。

表 1 扦插苗总数及成活率

品( 株) 系
扦插总数( 株) 成活总数( 株) 成活率( %)

上 部 下 部 上 部 下 部 上 部 下 部

新米拉( 1) 32 102 10 44 31.3 43.1

新米拉( 4) 14 61 2 26 14.3 42.6

新米拉( 5) 6 74 3 36 50.0 48.6

新米拉( 6) 35 116 15 54 42.9 46.6

白土豆( 1) 109 144 57 57 52.3 39.6

白土豆( 3) 109 162 45 52 41.3 32.1

凉薯 97( 0) 14 76 7 28 50.0 36.8

凉薯 97( 3) 34 144 26 111 76.5 77.1

凉薯 97( 5) 30 80 8 62 26.7 77.5

凉薯 97( 6) 13 78 3 37 23.1 47.4

HP4( 0) 12 51 5 30 41.7 58.8

HP4( 2) 37 120 14 86 37.8 71.7

坝薯 9( 1) 64 110 40 90 62.5 81.8

坝薯 10( 2) 24 52 10 31 41.7 59.6

坝薯 10( 4) 67 92 33 30 49.3 32.6

坝薯 10( 6) 26 77 9 31 34.6 40.3

2( 8) 34 177 23 125 67.6 70.6

HP2( 2) 30 131 23 100 76.6 76.3

红土豆( 2) 18 61 13 43 72.2 70.5

台湾红( 1) 18 107 10 15 55.5 14.0

平 均 47.4 53.4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扦插品( 株) 系中成活率较

高 的 有 凉 薯 97( 3) , 上 下 部 平 均 成 活 率 76.8% ;

HP2( 2) 平均成活 率 76.5%; 坝薯 9( 1) 平均 成活率

72.2%; 红土豆( 2) 平均成活率 71.4%。

另外, 上、下部的成活率相差不是很大 , 个别

品( 株) 系上部成活率接近甚至超过下部。因此, 可

以只将上部进行扦插, 而下部继续留在三角瓶内繁

殖, 这样, 既可以保证扦插苗的成活率, 又可以保

证苗的供给。

第二批扦插苗于 4 月 7 日扦插, 由于后期受晚

疫病危害 , 使该批中的坝薯( 9) 、HP4、2( 8) 、HP2

等株系死亡 , 无收获。另一些抗晚疫病的品 ( 株)

系原原种于 6 月 10 日收获。生长期 63 d。产量见

表 2。

在这几个品( 株) 系中, 新米拉( 5) 的产量最高;

白土豆最低。但总体上, 产量都较低。原因可能是

由于各品( 株) 系的成活率都不高, 影响了单位面积

上的产量 ; 由于晚疫病的 危害 , 影响 了最终的产

注: 品( 株) 系中带括号的数字代表脱毒时的茎尖号 ,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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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管薯生产原原种的产量

品( 株) 系 实际产量( kg) 小区面积( m2) 折合 667 m2 产量( kg)

HP2( 2) 1.70 0.38 3010.0

HP4( 0) 8.75 2.20 2634.8

坝薯 10( 2) 4.10 1.04 2624.5

台湾红( 1) 8.50 2.35 2415.0

HP4( 6) 2.65 0.74 2390.0

凉薯 97( 6) 0.50 0.15 2300.0

新米拉( 1) 0.95 2.84 2263.1

坝薯 10( 6) 1.75 0.52 2232.3

新米拉( 4) 0.85 0.20 2024.8

新米拉( 5) 0.75 0.28 1768.6

坝薯 9( 1) 0.75 0.29 1725.0

凉薯 97( 1) 1.35 0.57 1585.4

坝薯 10( 5) 1.35 0.58 1552.5

台湾红( 2) 1.35 0.58 1552.5

新米拉( 2) 1.55 0.73 1412.3

HP4( 2) 0.60 0.29 1380.0

凉薯 97( 3) 0.55 0.29 1265.0

坝薯 10( 3) 1.00 0.58 1150.5

量。另外 , 抗晚疫病的品( 株) 系如新米拉 , 凉薯

97 产量相 对较高 , 而不 抗病 品( 株) 系 如 实 生 薯 ,

白土豆产量就很低。新米拉( 5) 的产量是白土豆( 1)

产量的 13.6 倍 , 凉薯 97( 6) 的产量是白土豆( 1) 的

5.8 倍。可见抗晚疫病的品( 株) 系与不抗病品( 株)

系之间在产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此结果与田间品

种比较试验结果一致。

1.3 微型试管薯生产原原种

由于试管薯很小, 因此用其生产原原种, 土壤

应保持良好墒情, 种植前必须将地耙细、整平。

我们利用学院组培室提供的 0.04~0.08 g·个-1 的

脱毒试管薯播种。株距 5~7 cm, 行距 25 cm, 播种

面 积 69 m2。4 月 14 日 出 苗 , 出 苗 率 达 到 90%~

95%, 5 月底至 6 月上旬现蕾 , 但大部分品( 株) 系

未现蕾和开花 , 6 月 14 日收获 , 生育期 76 d, 共

生产出原原种 39.0 kg, 各品( 株) 系产量见表 3。

上 述 品( 株) 系 中 , 产 量 最 高 的 是 HP2, 每

667m2 达 3 010 kg, 其 次 为 HP4( 0) , 坝 薯 10( 2) 。

每 667 m2产量超 2 000 kg 的品( 株) 系还有台湾红

( 1) , HP4( 6) , 凉 薯 97( 6) , 新 米 拉( 1) , 坝 薯 10

( 6) 和新米拉( 4) 。所有品( 株) 系原原种的折合产量

都在 1 000 kg 以上, 为原种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扦插苗生产的原原种相比, 试管薯生产原原

种的过程相对要长一些 , 因为试管薯 的培养需要

40 d 左右, 成本也比脱毒苗高, 且田间生长期也要

长半个月左右。但是通过试验对比, 微型试管薯生

产原原种的优势也很突出: ①出苗率高; ②比扦插

苗省时省工; ③产量高; ④易于运输。因此在西藏,

以试管薯生产原原种的方法更为合理和节约成本。

2 田间管理

网室建立后要经常检查 , 破损处要及时修补 ,

保证网室的防虫功效。

脱毒苗扦插及试管薯播种后, 要精心护理, 定

时观察苗的情况, 及时拔除病株, 除去杂草; 可用

0.1% ~ 0.2%瑞毒霉锰锌加 0.1%多菌灵及时防治早

疫病和晚疫病; 注意网室中的温湿度, 温度太高时

要揭开塑料膜通风透气; 及时浇水。

扦插苗及试管薯苗长至 10 片叶以上时 , 基部

要覆一次基质土, 以利结薯。

3 讨 论

由于林芝地区雨季长, 雨量丰沛, 致使 6 月底

晚疫病危害严重 , 后 期扦插苗 全部感病死 亡。可

见, 在本地区, 晚疫病危害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

重的。应加强抗病品种, 尤其是抗晚疫病品种的选

育。

由于经济和交通条件限制, 蛭石的购买和运输

都极不方便, 通过本试验证明, 可以直接在土壤中

扦插和播种, 但是要保证土壤良好的通透性。

目前西藏的种薯质量较低, 品种单一。全区尚

无马铃薯区域试验点 , 种源基本为农户自留品种。

农户种薯、商品薯不分 , 一律 按常规种 植方式种

植, 大薯小薯都是种薯, 种薯在切块种植时因伤口

感染病毒而严重退化。缺乏不同成熟期、不同用途

的品种 , 更缺乏高淀粉 、低还原糖的 加工类型的

品种。

目前只有日喀则地区有马铃薯脱毒检测中心 ,

脱毒苗绝大部分要送到内地有关单位进行检测, 既

费时, 又提高了生产成本; 而且也未建立健全专项

的脱毒种薯质量检测监督体系。西藏地域广阔, 生

态环境差异很大。因此检测、推广体系的建立有待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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