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脱毒试管苗! 薯"直接在大田繁殖生产原

种难度较大# 因此$ 利用脱毒微型薯! 防虫网室生

产的原原种"在大田繁殖生产原种是目前很多科研

单位采取的措施和良种繁育体系的基本程序$ 但由

于温网室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微型薯! 原原种" $ 一般

生产成本较高$ 生产环节较多$ 操作技术性强$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政府不补贴$ 山区农户一般难

以接受# 这样就限制了脱毒良种繁育及脱毒种薯的

推广应用# 为降低成本$ 缩短脱毒良种繁育的中间

环节$ 找出一条有利于该技术的推广$ 成本又低$
薯农易于接受的原种生产途径# 我所于 !""" 年始

开展了原种生产方法的试验研究$ 利用网室育苗盘

中假植成活的试管苗和剪插苗直接送往海拔 #$%% &
以上的虫源少% 土壤肥沃% 具有夜潮性又具冷凉气

候特点的山区进行原种生产$ 获得了较好效果# 经

有关部门现场验收$ 认为& 这一原种生产新途径简

化了马铃薯脱毒良种的繁育程序$ 降低了成本$ 易

操作$ 符合山区气候特点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山

区薯农易于接受$ 有利于脱毒种薯大面积应用于生

产$ 是具有山区特色的良种繁育新方法$ 为我市加

速马铃薯脱毒技术的推广应用开辟了一条节本增效

的新路子$ 值得加大推广力度#

’ 材料与方法

!"! !"#$%&%’()
基地设在海拔 ($%% &% 气候冷凉% 虫源少的

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 年平均温度 )%*+!$ 最热月

, 月份平均温度 )-!$ 无霜期 )-+ .$ 年降雨量约

)/%% &&# 马 铃 薯 一 般 0 月 份 播 种 $ 01+ 月 为 旱

季$ 无灌溉条件$ + 月下旬开始进入雨季$ 雨量多

集中在 ,1$ 月份$ )% 月初开始收挖# 基地繁殖田

选择 # 年以上未种过马铃薯等茄科作物$ 具有一定

隔离条件$ 土壤疏松肥沃$ 为森林红! 黄"壤土$ 具

有夜潮性$ 土壤通透性好$ 不易渍水#
!"# !"#$*+

! ""在防虫网室育苗盘中假植 23 . 左右的优质

脱毒苗$ 于 + 月下旬初雨后带珍珠砂移栽# 其生产

程序示意图为&

! #" 上年防虫网 室生产的脱 毒微型薯露 芽后$
于 0 月底人工浇水后进行播种# 其生产程序示意图

为&

!"$ ",-./012
供试品种均为’ 丽薯 ) 号($ 规格单垄双行$ 垄

34567!"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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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试管苗在防虫网室育苗盘中假植后! 以下简称假植试管苗"直接移栽大田生产原种与微

型薯! 原原种"种植大田生产原种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假植试管苗正值初雨期移栽$ 易成活% 易

管理% 产量高$ 种薯大小一致$ 每平方米结薯数比微型薯繁殖生产原种好$ 两种途径生产出来的继

代扩繁应用效果没有明显差异$ 而生产周期$ 生产成本% 生产环节都优于微型薯繁殖生产原种$ 符

合山区气候特点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因而易于山区薯农接受$ 易于加速推广应用$ 是具有山区特

色的良种繁育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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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 %! 行距 !"& %! 株距 !"’( %! 每 $$#%& 种

植 (!!! 苗" 粒# ! $$#%& 施尿素 ( )*! 普钙 &! )* 作

底肥! 生长期 $$#%& 追施尿素 +! )*! 除草培土 &
次$ 用 灭 杀 毙 +!!! 倍 液 防 治 蚜 虫 ’ 次 ! 瑞 毒 霉

$,! 倍液与甲基托布津 +!!! 倍液交叉用药防治晚

疫病 ’ 次$

& 结果与分析

!"# !"#$%&’($
经调查! 三年平均出苗率 #+-! $$#%& 产 +$!,)*!

+(! * 以上的一级薯占 &(-! (!.+(! * 之间的二级

薯占 ($-! (! * 以下的三级薯占 +#-! 每平方米结

薯 &$ 个! 单薯重 /& *" 见表 +%$

!"! )%*+,-.&/($
经调查! 三年平均移栽成活率 /$-! $$#%& 产

+/(& )*! +(! * 以上的一级薯占 &#-! (!.+(! * 之

间 的 二 级 薯 占 $’-! (! * 以 下 的 三 级 薯 占 +$-!
每平方米结薯 ’0 个! 单薯重 #$ *" 见表 &% $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假植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比微型薯种植出苗率高 &(-! $$#%& 多产 ’,0 )*!
增产 &&-! 单薯重量虽降低 +$ *! 但每平方 米结

薯个数多 +& 个! 且种薯大小一致性较好$
对两种途径生产出来的不同世代种薯应用效果

进行观察植株生长势& 薯块性状& 产量& 抗病性等

性状表现没有明显差异$

’ 结 论

1" 微型薯营养体小! 种植时虽然人工浇水! 但

正值旱季! 土壤水份满足不了微型薯正常生长发育

的需要! 降低了出苗率! 直接影响了整体产量及每

平方米所生产的薯块个数$ 而假植试管苗 ( 月下旬

初雨后带珍珠砂移栽! 虽未人工浇水! 但避开了马

铃薯生产不利的干枯季节! 因此比微型薯繁殖生产

原种各项性状表现良好$
2" 假植试管苗直接在大田移栽! 减少了 在防

虫网室生产微型薯的环节及其生产费用与各种病毒

病菌侵染机会! 缩短了生长周期! 加快了脱毒良种

繁育进程$
3" 在防虫网室育苗盘中假植后直接在高海拔地

区进行大田移栽生产原种是经济欠发达& 农业基础

设施薄弱& 科学技术滞后的边远贫困山区加快马铃

薯脱毒种薯推广应用的有效途径$

, 主要技术要点

$%& 012,
培育壮苗包括试管内和育苗盘内两个环节$ 在

试管内! 接苗数不宜太多! 适当控制温度! 有充分

发育的空间和时间$ 当苗龄在 &!.&( 4& 粗壮& 苗高

在 0.+! 3% 时! 适时假植到育苗盘内! &,.$! 3% 的

育苗盘一般假植 (!.$! 苗为宜! 加 强盘内 苗 期 管

理! 定时定量进行营养管理和病害预防! 在网室育

苗盘中假植及炼苗 ,! 4 左右! 生长健壮! 根系发

达! 苗高 +!.+( 3% 时适时大田移栽$
$%! 3456-.7

应根据移栽 地气候条件! 移栽时既要 避开晚

霜危害! 生产后期又要避开早霜危害! 因此! 根据

多年经验! 海拔 &0!! % 的丽江太安! ( 月 +! 日!$ 月

+!日! 雨后选择宜作期及时进行移栽$
$%’ 89+:

发生害虫危害是影响试管苗成活率和保证全苗

的主要因素! 因此! 苗期应 加强地下害 虫防治工

作$ 成活后每 $$#%& 追施 ( )* 尿素进行提苗! 同

时进行除草松土! 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 4 再

追施 +! )*! 并进行中耕培土$ 生长期应加强防病

防蚜虫工作! 促进植株健康生长$

$%$ ;<=>? @ABC
成熟后适时收挖分级管理! 防止种薯霉烂和皱

缩$ 应存放于通风干燥又有一定温湿条件的地方!
来年分级种植! 有利于生长整齐一致! 便于大田管

理和提高产量$

表 + +///.&!!+ 年微型薯种植生产原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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