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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铃 薯 脱 毒 微 型 种 薯 生 产

及其繁育推广体系———铃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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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我国马铃薯微型种薯的研究生产和性能特点�介绍了微型种薯的栽培技术要点�
提出一种新的马铃薯脱毒种薯微型化良种繁育推广技术体系———铃田模式�同时�简述了这一繁育推
广体系的实施办法和组织管理制度�分析了这一新型种薯繁育推广体系在马铃薯产业化经营中的优势
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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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具有产量高、适应性强、营养丰富、粮

菜兼用及综合加工用途广泛等特性�已成为世界上
仅次于稻、麦、玉米的四大粮食作物�广泛分布于
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达1838∙1
万 hm2。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随着世界人口的增
长和可耕地面积的大幅度递减�21世纪人类面临
的粮食危机日趋严重�而禾谷类作物的生产已逐步
达到顶峰值。马铃薯是一种目前尚未被有效利用的
具有巨大生产潜力的作物�目前发展中国家甚至一
些发达国家马铃薯产量低于理论产量的一半�与其
他作物相比马铃薯在单位时间和面积内所产出的干

物质最多�并且营养丰富�因此�马铃薯生产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在世界农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
重越来越大。将逐步成为人类21世纪最有发展潜
力的健康食品

2　马铃薯微型种薯的研究生产概况和特性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我国马铃薯平均产量

仅为13∙9t/hm2左右�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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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35～43t/hm2。科学研究表明�侵染马铃薯的各
种病毒、真菌、细菌等病害是我国马铃薯单产较低
的主要原因�因此�采用健康无病的优质种薯是发
挥我国马铃薯生产潜力�提高产量的关键。生产实
践充分证明�在我国马铃薯生产中�只要利用优质
的脱毒种薯�均可使单产提高50％以上�适当改
善栽培条件�可提高1～2倍或更多。

经过许多科学的艰苦努力�我国有关研究机
构和科技企业综合应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无土
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
环境控制技术等高新技术方法�在马铃薯脱毒微
型种薯大规模、工厂化、优质、高效、低成本周
年繁殖生产的核心技术环节取得了重大突破�逐
步实现了脱毒微型种薯的规模化、工厂和产业化
生产。据2000年昆明中国马铃薯学术年会统计预
测�全国马铃薯脱毒微型种薯的年生产能力已接
近5000万粒左右�而且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微
型薯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将成为我国今后种薯繁育

生产的热点。
马铃薯脱毒微型薯是由植物茎尖分生组织培

养、病毒检测和试管苗工厂化扩繁等生物技术方法
培养的脱毒试管苗�通过工厂化切段快繁和温室或
网棚无土栽培繁殖�获得微型脱毒小薯。脱毒微型
种薯具有下列显著的性能和特点：①品种纯度高�
可达100％；②微型薯不带国内的主要几种病毒和

·92· 中国马铃薯�第16卷�第2期�2002



真细菌病害；③储运性能好�可大幅度降低调种成
本；④增产幅度大�生产上一般可达50％～
200％�比普通种薯增产2～4倍；⑤持续增产性
强�在良好的栽培和管理条件下�可连续多年保持
增产增收效益；⑥用种量小�微型薯千粒重仅为2
～5kg左右�每667m2用种量8～10kg�不足普
通种薯的1/10；⑦种薯大小整齐一致�易于机械
化栽培管理。

利用微型薯可连续繁殖马铃薯原原种、原种、
一级良种、二级良种、三级良种等优质种薯�目前
我国北方推广应用已取得了显著的增产作用�一般
旱地增产50％以上�水地增产50％～200％�微型
薯当代可达到667m2产2000kg 以上�由微型薯
繁殖的原种及其它各级种薯增产幅度更加显著�因
此�脱毒微型薯的增产增收效益已得到广大农民和
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农民种植脱毒种薯的积极性很高。
3　马铃薯微型种薯的栽培技术要点

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脱毒微型种薯可直接播种生

产�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可采用如下栽培技术要
点生产。
3∙1　晒种催芽

播种前20d�将微型薯置于15～20℃室内黑
暗催芽�多数出芽后�晒种使芽变成紫色壮芽待
用。
3∙2　整地覆膜

选高水肥上等沙壤土地�施肥、整地、保墒、
覆膜待用。
3∙3　播种要点

膜上打孔两行�行距40cm�单株点播覆土�
株距30cm�播种深度5cm�两幅地膜间植株行距
70cm。
3∙4　苗期管理

出苗期 （播种后15～20d）�如播种穴土壤板
结�注意及时发现掏出膜下苗�防止烧苗。出苗
后�植株生长速度很快。
3∙5　高产栽培

现蕾期去掉地膜�及时追肥、浇水、锄草、培
土�由宽行取土培向窄行�形成双行高垄栽培模
式�便于通风透光�提高植株光合作用效能和水肥
利用率。开花期第二次浇水、锄草和培土�结薯后

期一般不浇水。
3∙6　病害防治

出苗后20d�定期喷施杀虫剂�防止蚜虫传播
病毒引起退化�同时注意观察晚疫病等真菌病害�
结薯期每7d 喷施1000倍瑞毒霉锰锌液一次防治
晚疫病等真细菌病害。
3∙7　收获储藏

茎叶枯黄立即收获�精收细捡�剔除病烂薯�
适当晾晒�避免机械损伤�适时储藏入库。

4　马铃薯脱毒微型种薯繁育推广体系———
铃田模式

4∙1　铃田模式的背景
马铃薯生产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的重要支

柱产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在生产上�目前
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马铃薯的农业生
产及其产后深层开发利用。

在我国马铃薯产区�由于优质脱毒种薯更新速
度缓慢�致使生产上品种混杂、退化严重�产量低
而不稳。种薯市场混乱不堪�以次充好坑害农民的
现象屡屡发生�严重挫伤了农户的积极性�农户只
能通过异地串换种薯�低水平循环求得增产。近年
来�广大农民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脱毒种薯的增
产增收效益�但由于高级别种薯价格昂贵�农户无
法承受�不能大量用于大田。因此种薯质量是影响
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要因素。

随着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市场的不断扩大�广
大农民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
只是一味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而不是从提高单产、
提高商品率上下功夫�结果导致产量低、品质差�
商品薯率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丰产不增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我国科技服务机构不
健全�农户缺乏经济实力强和市场信息广的龙头企
业引导和组织生产�致使农户不敢投入�走高投
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子�农户种田只能被动地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随波逐流。

另一方面�一些科研和科技型企业繁殖生产的
优质脱毒试管苗、试管薯和微型薯等种薯因价格相
对较高以及全国繁育推广体系不健全�不能快速有
效地应用于生产。因此�提出和建立适合我国生产
实际的种薯微型化繁育技术体系对我国马铃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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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战略意义。
根据我国马铃薯微型种薯工厂化繁育技术的迅

速发展和种薯生产经营的产业化趋势�我们提出了
一种新型的马铃薯脱毒种薯微型化良种繁育体系

———铃田模式。
4∙2　铃田模式推广体系

铃田模式是在马铃薯微型种薯繁育推广过程

中�由一个经济实力的龙头企业牵头�采取统一种
薯供应、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产品收购的管理办
法�按照品种区域化布局�集中规模化生产、协会
企业化管理、技术定期化服务、产品市场化经营、
质量标准化管理的模式�通过市场牵动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带动基地生产�基地联合千万农户的形式

把农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统一起来�使之形
成风险共担、利益共沾、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经
济共同体。组织每个农户每年以种植0∙01hm2微
型薯 （300～400粒�投入100元） 为起点�当年
生产原原种150～200kg�第二年�扩大种植原原
种0∙1hm2�产出原种2000～3000kg�第三年种
植原种2hm2�生产优质一级种薯60t�全部由龙
头企业回收出售�农户不再留种�这样千万农户每
年持续推广种植0∙01hm2 微型薯用于种薯繁殖�
即可实现 “马铃薯微型种薯繁育推广体系” （图
1）�从而彻底解决生产上品种混杂种薯退化的问
题。实现马铃薯生产向微型化、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

图1　马铃薯脱毒种薯微型化繁育推广体系———铃田模式
4∙3　铃田模式的特点和应用前景
4∙3∙1　农户投资少见效快

每个农户每年只需投资100元用于微型种薯购
置�在技术人员的统一管理下�由农户自已进行田
间操作�生产的种薯质量可靠�农民放心�每年持
续供种生产�三年即可形成规模�从根本上有效地
解决了品种更新缓慢�种薯退化严重�市场竞争能
力弱的问题。
4∙3∙2　繁殖周期短�效益好

由于所用的种薯更新速度快、级别高、质量

好�农户单位面积增产幅度大�商品薯率高�品质
好�极大地增强了种薯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价格较
高�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4∙3∙3　产业化开发潜力大

由于有经济实力强大的科技型龙头企业作依

托�在种薯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予以全方位的
指导和服务�极大地降低了生产的技术风险和销售
的市场风险�因此�基地千万农户可以稳定的走上
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的科技致富之路�种薯产
业化开发前景好�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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