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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

及北京地区种薯繁育体系的建立

连 勇 程天庆 杨宏福 金黎平

�中国农科院疏莱花卉研究所 北京 。 草�����

马铃薯种薯退化是世界性的问题
，

其退

化的主要原因
，

已被证明是由于病毒侵染引

起的
。

我国从 �� 年代初开始研究解决马铃

薯退化间题
，

到 �� 年代后期不少地区已相

继建立了适合本地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体

系
。

本文着重介绍北京地区的马铃薯脱毒种

薯生产及繁育体系的建立情况
，

北京地区马铃薯生产概况

北京地处北纬 ��
�

��‘ ，

东经 ���
。

加
尹 ，

三面群山环绕
，

东南为平原
，

地势从

海拨 �� 米至 ���� 米
�

马铃薯栽培历史很

长
，

主要作疏菜用
�

西部海拔 ���� 米以上

山区及北面延庆县等地为马铃薯一季作区
，

年平均气温 �一 �℃ �

东南部平原及北京其

它大部分地区为马铃薯二季作区
，

年平均气

温为 ��一 ��℃
�

二季作区病毒性退化较一

季 区 严 重
，

主 要 病 毒有 � ���
、

���
、

����
、

���等
，

近年来 ���� 及疮痴病发

展的也很快
。

由于严重的病毒病危害
，

造成北京地区

长期以来不能白已留种
，

基本上全靠从外地

调运
，

每年因调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

给

农民增加不少负担
，

且调来的种薯质量不能

保证
，

产量忽高忽低
，

很不稳定
，

从而种植

面积逐年下降
�

根据北京市农业局的统计资

料
，

到 ����年马铃薯栽培而积仅剩有 ����

亩
，

只能靠大量调运商品薯供应北京市场
。

由此看来解决北京地区二季作种薯生产问题

迫在眉捷
�

北京二季作地区现栽培的品种有中薯 �

号
、

中薯 �号
、

东 农 ���
、

费 乌瑞 它

���������� 等
，

这些品种的共同特点是早

熟
、

结薯集中
、

生长期短
，

一般出苗 ��一

��天就可收获
，

休眠期 ��一�� 天
，

适合二

季作
�

常年春季在 �月中
、

下旬播种
，
�月

下旬到 �月 上旬收获
，

一般亩产 ����公

斤
，

高者可达 ����一 ����公斤
�

秋季 �月

中句播种
，

�� 月下旬到 �� 月上旬收获
，

以

种薯生产为主
，

亩产 ���一 ����公斤
，

高者

可达 ���� 公斤以上
。

� 脱毒种薯生产

为从根本上解决马铃薯退化问题
，

从

�� 年代开始研究马铃薯脱毒技术
，

现已形

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脱毒系统
，

基本解决了北

京就地留种的技术间题
�

实践证明
，

采用脱

毒种薯可使产量增产 ��� 一���
，

脱毒种

薯生产有极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

马铃薯通过茎尖组织培荞能起到脱除病

毒的作用
，

是因为茎尖分生组织处于分化的

初级节段
，

其初期维管还未与茎内的主维管

相联通
，

此时植株体内的病毒只能通过胞间

连丝移到分生区
，

而这一移动过程是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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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利用这一特点
，

加之热处理钝化病毒活

性
，

剥取茎尖处 �
�

�一�
�

��� 的分生组织进

行离体培养
，

就可得到无病毒植株
�

�
�

�脱毒苗的获得
���

�

� 田间初选无病植株

准备进行脱毒的马铃薯品种
，

进行田间

株选非常重要
，

这样既能提高脱毒效果
，

又

能提高品种的繁殖速度
�

株选的标准为 � 符合本品种特征特性
，

生长势强
，
田间表现为无病或病害症状轻

，

提早收获
，

用于脱毒
�

由于 ���� 在 目前是极难脱除的类病

毒
，

在进行脱毒前
，

首先要对人选的单株进

行 ���� 检测
。

淘汰带有 ���� 的单株
，

用不带 ���� 株的块茎进行脱毒
�

否则脱

毒后仍带 ����
，

前功尽弃
�

�
�

�
�

� 催芽及高温处理

提 早 收 获 的 块 茎
，

用 �� 硫 尿

十��������浸种 �小时
，

以打破休眠
，

用

湿润 细砂覆埋
，

置于 ��℃ 黑 暗条件下催

芽
�

待芽长至 ��� 时转人培养箱
，

以 ��一

��℃高温处理 �一 �周
�

经高温处理后
，

进行茎尖分生组织培

养
，

可脱除 ����
、

���
、

���
、

���
、

���
、

����
、

��� 等病毒
，

但不能脱除

����
。

�
�

�
�

� 茎尖培养

经高温处理后的芽从块茎取下进行表而

消毒
，

然后在实体显微镜下剖取带有 �个叶

原基�约 �
�

�一 �
�

����的分生组织
，

进行离

体培养
�

表而消毒 � 先用 ���洒精过一遍
，

随

即用 �� 一 ��次氯酸钠溶液浸 �� 分钟
，

然

后用无菌蒸馏水冲洗 �一�次
，

剥取茎尖
�

茎 尖 培 养 基 � ��� ���
�

�一��� �

�����
�

�������一泛酸钙 �
�

�����
，

蔗

糖 ��
，

琼脂 ����
，
�����

�

培养条件 � ��℃恒温
，

侮 日 �� 小时光

照
，

光强 �������
�

为提高脱毒效果
，

我们曾用病毒哇
、

病

毒灵等医用药剂加人茎尖培养基中
，

其效果

有待进一步验证
�

�
�

�
�

� 病毒检则

由茎尖分生组织培养的试管苗
，

需经病

毒检测后
，

确认是不带病毒的株系
，

才能进

一步扩繁
，

试管苗检测是由本所植保室病毒组及全

国植物检疫总所协助
，

采用 ���� 血清检

测
，

配合指示植物及电镜观察完成的
。

��� 脱毒试管苗快繁

马铃薯是一种再生能力很强的植物
，

对

培养基的要求不太严格
，

通常用 ��培养

基不附加任何物质就能生长
�

虽然如此
，

但

若要获得壮苗
，

则需要一定的激素及外界条

件
�

快 速 培 养 基 � ��十 ������� �

�����
�

�����十食用 白糖 ��
，

活性炭

�
�

���
，

琼脂 ����
，
�����

�

培养条件 � 白天 ��℃ ，

夜间 ��℃ ，

光

照 �� 小时
，

光强 ������� 以上
�

试验结果表明� 茎尖培养时
，

培养基中

加人一定量 ���， 苗生长快
，

但苗细弱叶

片 小
，

节 间长
�

在
尸

决繁 培 养 基 中加 人

���
、

��� 合理配 比时
，

对培养壮苗有

利
�

培养基中加人活性炭可大大提高茎尖生

长速度
，

有利用试管苗叶片伸展及壮苗
�

试

管苗往往易形成徒长苗
，

这时在培养基中加

人 ����� 的 ��� 或 �，能使茎加粗 、 节间

变短
，

叶变厚
�

试管苗一般 �� 天切转一次
，

扩繁倍数

为 卜 �一 �
�

快繁过程中
，

由于操作及其它

一些原因
，

难免受到细菌的侵染
，

多次继代

后苗子有可能再次染上病毒
，

检测证明试管

苗在继代培养两年后
，

均发现有不同种度的

病毒和 细菌侵染 � ������
、

������
、

�������
、

������
，

只有经过再次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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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脱毒才能复壮更新
�

为延长脱毒后的试管苗使用寿命
�

采取

初期分出一部分苗转人保存用的培养基
，

并

给与有利于保存的条件
，

每 �一 �个月转一

次苗
，

大大降低了污染机率
，

等快繁苗继代

�年后就用保存苗替代
，

这样由两年更新脱

毒一次
，

可延长到 �一 �年甚至 �年才需脱

毒复壮一次
�

长期处于抑制生长条件下的保

存试管苗
，

是否会发生变异或其它生理的不

利影响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保存苗培养基� ���甘露醇 ��
，

蔗糖

��
，

琼脂 ����
，
�����

�

保存条件 � �����
� �小时光照

，

温度

��一 ��℃ 。

为降低成本
，

我们以食用白糖
、

自来水

代替蔗糖及蒸馏水用于快繁培养基
。

试验结

果表明
，

短期使用白糖
、

自来水
，

对试管苗

无负作用
，

长期使用时
，

有些小植株有叶片

变黄现象
�

因此
，

在大量无毒苗快繁时
，

可

以用食用 白糖代替蔗糖
、

自来水代替蒸馏

水
�

保存用培养基最好用蔗糖及蒸馏水
，

以

免发生其它不利影响
。

快繁用的试管苗需每

两年更新一次
�

�� 试管薯诱导

北京是大陆性气候
，

四季分明
，

夏季炎

热
�

温室
、

网棚不能进行扦插繁殖小薯
，

为

加快年繁殖速率
，

夏季生产可在试验室条件

下进行
，

诱导试管薯
�

诱导试管薯首先要培养健壮试管苗
，

将

带有 �一 �个茎节的苗去掉顶芽
，

打破顶端

优势
，

接种在液体培养基上进行浅层静止培

养
，
�一�周后每个腋芽发育成具有 �一 �个

节的健壮苗
，

换成诱导培养基
，
�� �天后

便有试管薯产生
，
�周后试管薯长至 ���

以上时收获
�

壮 苗 液 体 培 养 基 � ��十 ������

������
�

������活性炭 �
�

���
，

食用 白

糖 ��
�

�����
�

壮苗培养条件 � 昼 ��℃ ，

夜 ��℃ ，

������� 以上光照 ��小时 �日
�

试 管 薯 诱 导 培 养 基
���� ������

�十����������
，

食用 白糖 ��
，

活性炭

����
，
�����

，
��℃黑暗培养

�

试验结果表明� 当进行诱导培养时
，

最

好将原壮苗培养基去掉
，

以利结薯
，

放人诱

导培养基后
，

置光照条件下培养一周后
，

转

人暗培养
，

能提高试管薯个数
，

以食用白糖

代替蔗糖可大大降低成本
，

且对试管薯诱导

无影响
，

诱导培养基加人活性炭
，

可提早结

薯
，

试管薯发育快
，

薯块大
�

采用 �����三角瓶
，

每瓶 �� 个芽节一

次可收试管薯少的 ��一�� 粒
，

多者可达 ��

粒以上
�

��� 温室
、

网棚扦插生产脱毒小薯

北京地区除 �一 �月炎热季节外
，

其它

各月都可利用温室或网棚扦插快繁脱毒小

薯
，

小薯比试管薯 �微型薯�个大
，

可直接

用于田间种植
，

农民比较欢迎
�

�
�

�
�

�基础苗培养

做为基础苗用的试管苗
，

应是健壮的带

有 ���个叶的带根的小苗
，

在温湿度条件

合适时
，

移栽成活率可达 ���以上
�

在无菌条件下
，

将试管苗切成带有一个

芽的茎段
，

插人生根培养基中培养
，

�� 天

后小苗长成带有 �一 �个叶片及 �一�条小根

的健壮小苗
，

去掉试管封口
，

锻炼二天
，

即

可移栽
�

生根用培养基 � ���食用白糖 ��十琼

脂 �
�

��
，
���

�

�
�

移栽苗基质 � 蛙石 �草炭 � ���
，

每

立方米蛙石草炭混合时加人 ��� 磷酸二按

为基肥
�

移栽初期应覆盖塑料薄膜及遮荫网纱
，

以保持湿度及防止强光直射
，

散射光利于缓

苗
，

膜及

幼苗新根生长
，

可逐渐去掉薄

纱
，

待苗长至 �一 �片叶时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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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一次剪切
，

以后每 �� 天可剪切一

次
�

基础苗一般栽植密度为每平方米 ��� 株

左右
�

基 础 苗 管 理 � 每 次 切 剪 后 需 喷 施

��������一次
，

平 时每 隔一 天 浇一 次

水
，

每二次水之间喷湿一次营养液 �营养液

为 ��基本培养基中的无机盐�
�

����� 扦插繁殖小薯 �原原种�

由基础苗上剪切苗的顶部
，

一般带有 �

一�片叶
，

在生根剂中浸 �分种
，

扦插于基

质中
，

扦插用的基质和插后初期管理与基础

苗移栽时相同
�

生根剂 � ���切���
。

扦插密度� 每平米���株
�

后期管理 � 当扦插苗长至有 �� 片叶以

上时
，

苗基部加一次基质土
，

以利结薯
�

后

期若有徒长现象
，

可喷施 ��一 ������

���
，

以抑制生长
，

促进块茎膨大
�

扦插后 �� 天左右可收获
，

�

每株结小薯

�一 �个
，

单个重 �克以上
，

最大块茎 �� 克

左右
�

每平方米可收原原种小薯 ���一 ���

块
�

�� 原原种扩繁

原原种繁殖
，

应在有严格的隔离条件下

进行
�

在有人工隔离条件下进行扩繁时
，

二

季作区比在一季作区好
，

因为二季作区
，

可

以生长两季
，

能充分利用隔离设备
，

提高繁

殖率
�

我们在门头沟大峪村建立起 �� 个网

棚
，

每个面积 ����
，

防虫网约 �� 目尼龙

网纱
，

此村属二季作区
�

一年可种两次生产

原原种
�

春季三月 中播种
，

行距 ����
，

株距

����
，

横向成行
，

每棚播种 ���� 株
，

播种

后覆盖地膜
，

以利提高地温
，

待苗出土后去

掉地膜
，
�月收获

�

秋季 �月初播种
，

行距 ����
，

株距

����
，

每棚播种 ���� 株
，

播后在出苗前喷

施一次除草剂及杀虫剂
，

严防在网棚内出现

蚜虫
�

����年春季试验结果
� 不同品种及小

薯大小对繁殖系数及大薯率有很大影响
�

单

块重在 �克以上者
，

出苗整齐
，

生长势强
，

大薯率及繁殖系数都高
�

小于 ���克的 �特

别是试管薯�出苗不整齐
，

生长势也弱
，

其

大薯率及繁殖系数均低
�

田间管理� 前期要浇水
，

使土壤保持见

湿见干状态
，

必要时可施一次追肥
，

及时培

土
，

促进生长
�

后期
，

特别是春季要注意防

止徒长
， 、

必要时可喷施矮壮素或多效哇
，

以

抑制生长
，

促进结薯
�

总之
，

马铃薯脱毒薯生产过程也是种薯

的快繁过程
，

每一环节都要严格把关
，

避免

人为的传毒
，

防蚜灭蚜
，

这样才能生产出高

质量的种薯
。

� 北京二季作区留种措施

��年代初
，

为解决北京地区留种难的

问题
，

经过调查研究
，

针对北京地区二季作

区蚜虫迁飞规律及气候条件
，

提出了一套北

京二季作区就地留种措施
�

近年来
，

在生产

上起到了效果
，

具体措施如下
�

�
�

�春薯早收

北京春薯早收留种最好在 �月底
，

最晚

不宜迟于 �月 �� 日
，

否则在 �月底至 �月

初蚜虫大量飞迁后
，

由于有翅蚜带病毒传

病
，

种薯退化快
�

�� 拨除病株

在马鹅薯种薯田中必须及时拔除病株
，

而且拔病株越早越彻底越好
�

实践证明
，

淘

汰病株
、

选留健株是取得优质种薯的重要保

证
。

��选用适宜的品种

适宜在北京地区留种的品种应符合下列

两个条件
。

�
�

结薯早
、

产量高
�

因为北京郊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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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春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李 漠 裕

�龙山县马铃薯研究所�

春马铃薯是我县五大粮食作物之一
，

常

年栽种面积 �� � ” 万亩
，

特别在发展我县

冬季农业
、

提高春粮总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

它既当粮
，

又可作菜
，

更是发展畜牧

业的优质饲料
，

尤其遇灾年
，

是救灾度荒最

理想的作物
�

因此
，

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马

铃薯的高产栽培
�

推广高产新品种

我县多年来使用 的马铃薯品种马尔科

�米拉�
、

金苹果
、

新芋 �号等已感病退化
，

单产 日益低下
，

个头变小
，

品质变差
，

甚至

煮食时有一头硬
、

一头软的现象
，

已不大受

群众的欢迎
�

近几年来
，

县马铃薯研究所已

选育了一批抗性强
、

产量高
、

块茎大
、

品质

好
、

适应性广的马铃薯新品种州芋 �号
、

�

号
、 �

�号等
，

可以大力推广
。

州芋 �号 ����

年在我县大安乡大红村试种
，

亩产 ����
�

�

年在 �月中旬播种
，
�月中齐苗

，

早收留种

需在 �月底或 �月上旬收获
。

种薯生长期只

有 ��一 ��天
，

这就对品种的要求 比较严

格
�

中薯 �号
、

�号
、

东农 ���
、

费乌瑞它

等品种比较适合
�

晚结薯的品种无法留种
�

�
�

品种应比较抗病
，

特别是病毒病
�

�� 种薯田与生产田要分开

这样可以保证种薯质量
，

合理密植
，

减

少病害传播
，

方便管理
�

� 北京种薯繁育体系建立

北京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

根据北京地

区的 自然条件
，

提 出下列脱毒种薯繁育体

系
�

�
�

对马铃薯生 产现 品种进行脱毒快

繁
，

病毒检测后
，

脱毒小薯与微型薯每两年

更新一次快繁脱毒试管苗
。

�
�

原原种生产及快繁
，

在门头沟区大

峪村
，

中国农科院马铃薯基地
，

人工隔离网

棚中生产原原种和原种
，

每年更新一次
，

二

季作生产原种
�

�
�

原种生产
，

在门头沟区齐家庄乡江

水河村生产
，

此地海拔 ����米以上
，

所选

繁种用地块四而环山
，

自然隔离条件极好
，

为一季作区
，

可每三年更新一次原种
。

�
�

二级 良种生产
，

在 门头沟 区齐家庄

乡
、

雁翅镇等地海拔为 ���米处半山区繁殖
，

多与玉米间套作起到隔离效果
，

为一季作区
，

每二年更新一次原种
，

保证良种质量
�

�
�

商 品薯生产
，

以 供应北京早春市

场
，

一般每年需要更新一次种薯
，

个别地方

栽培管理技术好的可采取二季作留种措施
，

每两年更新一次种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