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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脱毒良繁体系的建立�为我省马铃薯生

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省很多地方都建起了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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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繁殖脱毒原原种�为马铃薯脱毒良种的快繁和推
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然而�要使脱毒原原种的生
产达到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益�实现原原种生产
的规模化、产业化�必须根据各地不同的生产条
件�总结出自己的生产管理方法。在本文中�笔者
就自己生产原原种的一些经验作了归纳总结�以供
同行参考。

2∙3∙2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通过产量和产量各因素的分析�凉薯97和农

牧1号二品种脱毒处理的块茎产量均明显高于相应
品种的未脱毒处理�达到极显著水平。以凉薯97
脱毒处理的块茎产量高�这表明�脱毒马铃薯有较
大的增产潜力�其脱毒复壮种 （凉薯97） 潜力更
大 （见表6）。

表6　脱毒与未脱毒块茎产量和产量
构成因素差异显著性　

品　种
块茎产量

（kg）
单株薯块个数

（个）
单薯重

（g）
农牧1号 1∙98 c B 12∙1 ab A 32∙45 d D

农牧1号脱毒种 2∙95 ab AB 12∙2 ab A 52∙45 b A
凉薯97 2∙33 bc AB 10∙3 b A 45∙65 c B

凉薯97脱毒种 3∙60 a A 12∙5 ab A 57∙70 a A
CK 1∙70 c B 14∙3 a A 35∙75 d D

　　脱毒与未脱毒种相比�脱毒种的单株结薯数�
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其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但是�单薯重具明显优势�并达到极显著水平 （见
表6）。说明脱毒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单薯重方
面�对单株薯数�虽有影响�但影响甚微。

3　小结与讨论
a．本试验结果�脱毒种的生育期、叶片鲜重、

块茎鲜重、植株干重、叶面积指数、光合作用率、
块茎产量等方面均高于未脱毒种。脱毒种生长发育
特性优�增产潜力大。
b．脱毒种的叶面积系数在开花期最高．为

4∙0～4∙5�与 《中国马铃薯栽培学》一书提出的
3∙5左右为最适宜高�是否与西藏气候条件有关�
有待进一步研究。
c．本试验还可看出�叶片鲜重最大时�块茎

鲜重增加缓慢；叶片鲜重下降时�块茎鲜重增大加
快�说明�叶片鲜重大时�并不是块茎增重最快的
时间。脱毒马铃薯前期生长速度快�中期生长加
速�光合面积大、光合能力强、净同化率高�后期
光合产物下移�向地下部输送增加、叶片鲜重降
低、利于库的扩增。
d．脱毒与末脱毒种比较�脱毒种产量高�其

主要优势表现在增加了单个薯的重量�而对单株薯
数影响较小。
e．脱毒复壮种（凉薯97）各性状均优于当地脱毒

种（农牧1号）。本试验认为�在条件允许时�对脱毒种
种植3年后�可再脱毒复壮�以提高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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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脱毒原原种生产中的一些关键环节
2∙1　基质的选择

适于生产脱毒原原种的基质很多�无土基质有
沙、蛭石、泥炭、珍珠岩、锯木等�也可直接用腐
殖土或腐殖土与珍珠岩等无土基质混合使用�均能
取得较好的效果。不管使用何种类型的基质�其
pH值应保持在5∙5～7之间�应具有一定的湿度、
良好的透气性�以利于植株的根系发育和薯块生
长。在每次扦插前应用1％的福尔马林消毒�为防
治虫害�可用呋喃丹施入基质杀虫。
2∙2　扦插苗

幼嫩的苗适合于作基础苗�剪切下来的扦插苗
成活后又可做基础苗剪切；老龄苗不适于再作基础
苗�因为它扦插后很难再生根�即使蘸上激素也不
生根。因此�作基础苗的试管苗�苗龄不宜过长。

在扦插前开盖炼苗3～5d�从培养瓶内取出脱
毒菌�分别按2～3个节剪断�带根的部分留2个
节以上�节段基部用100mg／L 的α-萘乙酸浸泡约
15min后捞出扦插�后几次浸泡的应适当延长浸
泡时间。
2∙3　温度的调控

扦插苗和小薯生长所需求的温度有所不同�扦
插苗要求旺盛的营养生长�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
于苗的生长；同时�昼夜的温差不要求大�需给予
充分的营养和水分。

在进行试管苗扦插和剪枝扦插时期�夜间温
度不应低于15℃�如果温度太低�将严重影响
试管苗的成活率。在10℃�试管苗的成活率不
到30％。如果持续低温�湿度又大�苗还会发生
病害�根系腐烂。如果夜间温度长期持续在15
℃以下�日间温度又偏低�就会影响苗的生长�
有限的光合产物用于结薯。根据观察�当扦插了
2周以后�苗仍然没有生根的�在切口处已结了
小薯�这样就不利于苗的快速繁殖。随着温度的
升高�试管苗和扦插苗的成活率也随之提高�可
达90％以上。但温度的上升也有上限�如果最高
温度超过40℃就需要降温了。降温的主要方法
是掀开薄膜、开窗通风、喷水冷却、盖上遮阳网
或草�减弱光的照射。白天持续高温会降低苗的
光合效率�使苗黄化�生长缓慢�即减少了叶绿
素的形成和光合产物的积累。在这个生长阶段最

适温度应保持在20～33℃�最大变幅应控制在
18～35℃。

与扦插苗的营养生长不同�结薯的温差要求大
一些。茎叶的生长要求持续稳定的比结薯偏高的温
度；但结薯要求较冷凉的、有较大昼夜温差的温度
条件�以控制在15～28℃之间为宜。结薯的早晚
和结薯数量的多少不但受温度和营养条件的影响�
也与品种特性有关�根据观察�在气候较为冷凉的
山区 （如大姚县昙华乡）�合作-88的产量 （指粒
数�下同） 比中甸红眼高一倍以上。
2∙4　光照的影响

光照对脱毒原原种生产有较大的影响�茎叶
的生长需要充分的光照条件以满足植株的光合作

用�积累较多的同化产物；受阳光直射的扦插苗
比长期不受阳光照射的扦插苗结薯多。当然光照
强度也要适当�因为过强的光照反而会使温网室
的温度急剧升高�使植株的光合效率降低�呼吸
作用增强�不利于植株的正常生长和同化物的积
累。长日照普遍适合于扦插苗茎叶的生长�短日
照适合于很多品种的结薯。在光照强的时候尤其
要注意提高空气的相对湿度。光照强�蒸发量大�
试管苗或扦插苗散失的水分也多�这样就会降低
苗的成活率。

为防止更多的水分散失�在苗期加盖遮阳网
或草席减小光的照射强度�待苗生根并开始生长
后可揭去薄膜和遮阳网 （或草席） 增加光照�培
养壮苗。但在扦插苗的切繁阶段延长遮阳网的遮
盖时间�可拔长节间�缩短剪切间隔时间�利于
扦插苗的切繁�这样的管理方法可根据扦插苗生
产的不同需要 （如以后是继续剪切还是起苗定植）
和病害的发生情况而定。
2∙5　湿度、水分的控制
2∙5∙1　湿度

湿度是影响扦插苗生长的限制因子之一。在新
栽的试管苗和剪切的苗生根之前相对湿度较高 （趋
于饱和）�不应低于90％�困为新栽的瓶苗或剪切
苗在没有根之前从基质中吸收水分和营养的能力

差�如果温室里的湿度小�就会使苗的水分大量散
失�成活率降低。湿度大容易引发真细菌病害的发
生�尤其是在温度偏低时更是如此。故此时应加强
对病害的监控和防治。一旦发现有病�就要适当降
低相对湿度�并喷施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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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水分
水是维持植株生长的必要条件�扦插苗在温网

窒里繁殖所需水分要比大田作物多得多�温网室里
的温度高、光照强、蒸发量大、水分散失快。但在
低温和阴雨天气时要控制水分�这时的蒸发量明显
减少�如果浇水过多就会影响苗的生长甚至引起根
的腐烂。最适水分应在光照充足、温度合适时摸到
基质上有潮湿的感觉�温网室的塑料布上有水珠。
如果发现有病害发生尤其是晚疫病侵染植株时�一
定要严格控制浇水�在此期间应增加杀菌剂的喷施
次数�加大剂量�待病害症状消失以后再根据情况
浇水。
2∙6　营养物质

原原种的生产多在无土基质上进行�因此需
不断地提供植株生长所需的养分。如采用腐殖土
等有丰富养分基质进行生产�则应根据基质特点
适当减少养分的供给。施肥过程中要特别谨慎�
不可过量�施用量应从小到大�否则会烧苗。在
前期茎叶生长阶段适当增施氮肥利于苗的生长和

切繁；在结薯期增施速效磷肥和钾肥�能增加结
薯数量。在扦插苗成活后�可定期喷施一些有机
绿肥如绿美施等�以促进茎叶的生长；植株生长
到一定时期开始结薯时�叶面喷施0∙2％薯块膨
大素能抑制地上部分的生长�增加结薯数和薯重；
多效唑能有效抑制地上部分的生长�使植株提早
进入结薯期�但应少量低浓度施用�因为不小心
喷施到基质上后易残留�影响下一次扦插苗的生
长发育。总之�对一些生长调节剂、促进剂的使
用�应以试验结果为依据。
2∙7　病虫害的防治

病虫害的防治应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原则。由于温网室的湿度较大�晚疫病极易发
生�因此�晚疫病是扦插苗和原原种生产中的头号
病害�应在晚疫病发生之前就提早喷药加以防范；
一旦发生�应立即拔出中心病株掩埋�并用2～3
种药剂交替喷施�防止扩散。同时还应严防闲人出
入�以防病害的传播。

虫害中蚜虫是最危险的�近几年潜叶蝇也较严
重。对于前者�应在它迁飞来之前就定期喷施杀虫
剂；对于后者�在发生时可用绿菜宝、爱福丁等药
剂交替喷施�直到将其杀灭。

3　讨　论
3∙1　试管苗栽种时带根与不带根的关系

作为基础苗的试管苗扦插时带根还是不带根其

成活率在相同条件下相差不大�但带根的苗新根形
成略早 （扦插时必须将琼脂洗净）。有些地方将一
棵苗剪成几截扦插后发现带根的成活率极低�这是
因为在剪苗时没有给带根部分留有茎节�故不能成
活；应在剪扦插苗时给带根部分留2～3个茎节�
这样可使成活率大大提高。
3∙2　原原种的大小与基质的关系

腐殖土富含有机质和大量的矿质养分�营养全
面�用它作基质�只需补充较少的养分就能满足植
株的生长需要�薯块大的较多�可达100g 以上。
用珍珠岩等非土物质作基质�由于基质本身不能提
供养分�植株所需养分全靠人为提供�故薯块的大
小受管理水平高低和生育期长短的影响。
3∙3　扦插密度、生育期与产量的关系

云南多样性的气候条件决定了生产管理的多样

化�脱毒原原种生产也不例外。在光热较充足的坝
区�植株生长快、生育期较短、结薯少�可采取高
密度扦插快繁�通过提高剪切次数和复种指数来获
得较高的产量。在气候冷凉、多雨的高寒山区�如
大姚县昙华乡�扦插苗前期生长较慢�可剪切扦插
次数不多�且在7月以后扦插的结薯很少�因此应
降低扦插密度�有计划地提供营养物质�使植株在
地下部分结薯的同时保持旺盛的生长�尽量延长生
育期。一般品种都能形成6～12层匍匐茎�而成薯
数量则受土壤湿度、温度、营养供给状况等因素的
影响。在扦插苗的生育期内�分期分批地添加备用
基质�及时将伸出地面的匍匐茎覆盖�并适当补充
养分�促使薯块形成和被埋入土的茎节上的腋芽生
长成匍匐茎。如此反复多次�可形成多层结薯�获
取较高的产量。

根据笔者在大姚县昙华乡塑料大棚内进行试

验�以珍珠岩做基质�3月14日用脱毒试管苗扦
插�在生育期内先后添加珍珠岩覆盖匍匐茎9次�
直到当年12月15日被霜冻死后收获�结果在珍珠
岩层的不同深度都有薯块分布�单株结薯达89粒�
重1454g。因此�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光热条件�选择
不同的生产方式�才能获得理想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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