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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 70 年代 , 就用茎尖组织培养方法得到

了脱毒马铃薯试管苗, 并成功地获得脱毒复壮的马

铃薯, 开始了脱毒马铃薯种薯的生产和推广。实践

证明, 脱毒马铃薯种薯的生产体系, 是建立在基于

解决优良品种种性退化, 并大面积推广健康优良品

种上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生物技术措施。其所生产的

脱毒马铃薯种薯增产效果很好 , 一般 增产 30%以

上 , 但是 , 由于马铃薯脱毒种薯的生产成本较高 ,

而马铃薯的产区又大多是贫困的冷凉地区。马铃薯

种植户难于接受脱毒马铃薯的昂贵价格, 这就限制

了脱毒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我们根据云南省的自然

条件、农业的生产机制和技术水平, 总结出了一套

适合云南省实情的马铃薯脱毒微型薯的高效生产技

术。这套生产技术的应用将使马铃薯脱毒种薯的生

产成本大幅度降低, 促进马铃薯脱毒种薯的普及和

推广。

1 环境条件的要求

1.1 区域选择

马铃薯脱毒只是利用生物技术的手段, 脱除了

马铃薯所感染的病毒和病原菌细菌, 并不能改变品

种的抗病性 , 也就是说经过脱毒处理 的马铃薯种

薯, 还是很容易再次被病毒所侵染。传播马铃薯病

毒的主要介体是桃蚜 , 最适合桃蚜生 长的气温是

23~25℃, 气温在 15℃以下, 蚜虫起飞困难。因此,

冷凉条件不利于蚜虫繁殖、取食活动 、迁飞和传

播 , 可这样的环境条件却非常适合马铃薯的生长。

所以 , 繁殖脱毒马铃薯的基地最好选择在高海拔、

无马铃薯和茄科等同源作物种植、气候较冷凉、蚜

虫分布很少的地区。我们选择脱毒种薯繁育时, 根

据云南的地理气候条件, 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 利

用自然优势, 可减少很多的生产成本。

1.2 温网棚的建设

云南省四季如春, 种植马铃薯脱毒苗使用的塑

料大棚是简易的塑料大棚, 无需其他的加温和制冷

设备, 只需要有较好的隔离条件方可预防非持久性

病毒的传播, 所以, 种植马铃薯脱毒苗的塑料大棚

和普通的塑料大棚相比 , 其通风处要加上 2 层 40

目的防虫纱网, 整体要求严密, 不能有缝隙。棚内

用砖砌成 100~120 cm 宽, 长度不限 , 深 20~30 cm

的苗床。有了良好的原种生产基地, 病毒的再次侵

染还是不可避免的, 还需配合其他防止病毒再侵染

的措施, 确保马铃薯脱毒种薯的质量。

1.3 苗床基质的配制

选用生产马铃薯脱毒原原种, 可选用的基质很

多, 无土基质有沙、蛭石、珍珠岩、草碳等, 也可

直接用腐殖土或松针土与无土基质混合使用, 均能

取得较好的效果。经过我们的试验, 在云南省昆明

市的最佳比例为珍珠岩: 腐殖土: 沙壤土=1: 2: 2, 材

料准备使用前要暴晒消毒一周后, 放入苗床中混匀

备用。

2 栽培技术

2.1 基质消毒

沙、蛭石、珍珠岩可用清水浸泡漂洗后晾干即

可; 腐殖土和其他的自配基质可采用太阳翻晒、高

温烘烤 , 或是 在组培苗移 栽前 20 d, 用 100 倍福

尔马林水溶液以 5 kg·m- 2 的比例混合后盖膜消毒 ,

然后密闭整个塑料大棚 , 5 d 后揭膜通风备用。除

了对基质进行必须的消毒处理外, 在扦插后还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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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 定期( 约 2 周) 喷施细菌药剂和抗真菌

药剂, 并及时防治地下害虫。

2.2 组培苗的移栽

( 1) 适时移栽: 组培苗移栽时间为每年的 2~3

月和 9~10 月 , 气温在 10~25℃时进行 , 过早或过

晚都不利于微型薯的生长。

( 2) 种苗的选择 : 马铃薯脱毒苗的质量好坏 ,

决定着组培苗移栽的成活率, 也影响着微型薯的产

量 和 质 量 。 选 择 生 长 日 龄 为 20 d 左 右 , 株 高 5~

8 cm, 根长 2 cm 左右 , 脱去马铃薯病毒的组培苗

移栽, 成活率高, 生长势强。

( 3) 合理密植: 合理的种植密度是获得马铃薯

微型薯高产的重要条件, 过高的密度会导致病害的

严重发生, 特别是晚疫病的大面积发生; 过低的密

度又会使温棚的使用效率低下, 从而影响到微型薯

的单位面积产量。经过我们的试验, 在昆明马铃薯

脱毒苗的最佳种植密度是 5 cm×20 cm 的株行距。

( 4) 适 时 移 栽 : 在 马 铃 薯 脱 毒 苗 的 移 栽 过 程

中, 炼苗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准备移栽的马铃薯脱

毒苗要提前一周放到大棚中炼苗, 这样可以使组培

苗生长的更加健壮, 更能适应外界的环境条件。炼

苗一周以后洗去根部培养基, 短期内移栽至大棚苗

床中, 成活率可达 95%以上。

( 5) 前期管理: 新移栽的组培苗尚不具备吸水

能力, 极易脱水死亡。因此, 在移栽后要立即喷洒

清水( 2 次/d) , 并用 遮阴网和塑 料薄膜遮阴 保湿 ,

避免小苗脱水死亡。一周后 , 植株长出 1~4 片新

叶时, 便可拆除遮阴网和塑料薄膜。

3 中期管理

3.1 母株管理

晴天如果碰到持续高温会降低苗的光合作用 ,

使苗发生黄化, 生长延缓, 减少叶绿素的形成和光

合产物的积累。所以, 要注意通风降温, 将温度控

制在 10~28℃, 才能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 对母株

实行长日照管理( 15~18 h·d- 1) 、高强光、高氮肥的

管理, 可促进母株地上枝条的健壮生长, 有利于提

高茎段扦插苗的数量和质量。

3.2 扦插苗的管理

插条扦插后 生根率的高 低 , 受基质、光 温管

理、肥水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扦插所用的基质要求

具备无病原菌、结构疏松、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

力强等特点 ; 扦插苗生根 前要遮阴保 湿 , 促进生

根。其生根的最适温度为 20~25℃, 一般来说气温

低, 生根延缓, 气温高, 生根率也会急剧降低; 水

分是插条成活的关键因 素 , 严重缺水 会使插条死

亡 , 可过多的喷灌又会导致插条基部腐烂而死亡 ;

扦插苗生根前最好不施肥, 可生根后要及时的追施

钙、镁、磷、钾肥, 促进根系的发育和组培苗的健

壮。1~2 周后再施用氮磷钾肥, 此时施肥的方法以

稀薄水肥多次喷施为好。

3.3 中期培土

马铃薯脱毒微型薯的生产过程中, 中期培土是

关键的一部 , 幼苗生长 20 d 后进行培土 , 将基部

4~6 个茎节覆盖土层 3~4 cm。这 样 , 不仅使马 铃

薯脱毒苗生长更加旺盛, 而且还可以使埋入土中的

茎节生根结薯, 从而提高结薯率。

4 病虫害防治

马铃薯脱毒苗在大棚中种植, 一般不易感染病

毒性病害 , 但真菌性病害 和虫害在局 部却很难避

免, 经常会给生产造成一定的损失。主要的病虫害

有晚疫病、蚜虫、斑潜蝇等。

4.1 病 害

病害主要是 防治晚疫病 , 该病属于气 传性病

害, 病菌分生孢子通过空气或流水传播浸染。感染

初期在叶片的叶尖和叶缘出现绿色小病斑, 感病严

重时 , 病斑迅速扩大 , 呈 水浸状不规 则暗绿色 病

斑, 叶片背面病斑边缘可看到由病原菌形成的霜霉

层; 阴雨天 , 气温在 10~25℃时是马铃薯晚疫病暴

发流行的季节 , 此时可用 58%甲霜灵- 锰锌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喷雾防治 2~3 次 , 间隔周期为一周 ,

以防治该疫病发生。

4.2 虫 害

蚜 虫 是 马 铃 薯 病 毒 的 主 要 传 播 媒 介 , 可 用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防治; 潜叶蝇可用

20%斑潜净溶液 3 000 倍防治。

5 适时收获

马铃薯脱毒苗的生育后期, 应逐渐减少营养液

和水分的供应 , 当苗变黄 , 薯皮老化时即可采收。

新收获的微型薯含水量高, 需放在太阳不能照射的

地方阴干, 种薯晾干以后应该放在编制袋、尼龙袋

等透明容器中, 按品种、收获日期分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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