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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铃 薯 的 繁 殖 技 术

田 中 智

�农林水产省种苗管理中心北海道 中央农场 �

用营养体繁殖的马铃薯是以块茎代替种

子进行繁殖的
。

而近年来
，

开发了用实生种

子繁殖的栽培法
、

以茎叶为繁殖源的组织培

养法
，

以及扦插繁殖等快速繁殖技术
，

希望

这些方法能够尽快达到实用化
。

一直延用到

现在的块茎繁殖法
，

优点是 种 薯 大
、

生 长

快
，

缺点是繁殖率低
，

每 �� 英 亩 土 地 需

要���一���公斤种薯 � 若用实生种子繁殖
，

则��英亩
��地只需��克种子就可以了

。

利用

快速繁殖法 �组织培养
、

扦插�
，
一年时间

就可以繁殖 ���一 ���� 倍
。

快速繁殖的优点

是能把小面积的脱毒种苗在短时间内大量繁

殖
，
应用到早期普及新品种和繁殖脱毒种苗

上是非常有效的
。

本杂志�� 卷��号概要地叙述了快速繁殖

法
，

其优点是繁殖率高
，

缺点是需一定的劳

力和设备
，

而且生产的种苗太小
。

特别是在

容器内生产的小薯
，
重量都在 �克以下

，
直

接在大田栽培是有困难的
。

因此
，

为了生产

��栽培利用
�

应一方面力求生产脱毒种苗
，

一方血沿用常规的繁育体系来繁 殖 脱 毒 种

薯
。

由于快速繁殖法繁殖率高
，

缩短了繁育

年限
。

本文叙述了一个在原原种生产上 引入

了快速繁殖技术的种苗管理 中心的繁殖技术

和繁殖后的问题
，
以供参考

。

� 繁殖法的种类

竹羚共的繁刃〔技术如图 �所示
，
除了利

川种著
、

组织培弄和扦插等营养体繁殖的方

法外
，

还有利用实生种子进行繁殖的方法
。

种薯繁殖法
�

通常播种重量为��一��克

的种薯使其繁殖 �一巧倍 �约��倍�
。

以下

所提到的各种繁殖法最终也应用本法生产种

薯
。

种薯具备的条件是
�

具有品种的特征特

性
、

无病
、

发芽力强
、

大小适当
。

现在是按

照原原种—原种—生产用种这样一个体

系进行种薯生产
，

供大田栽培使用
。

容器内繁殖法�组织培养�
�

即 在 三角

瓶等玻璃容器内繁殖的方法
。

发根移植法是

把经发根培养的幼小植物移到营养钵里
，
驯

化后再移植到大田
。

由于苗 太 小
，

产 量 不

高
。

但此法可以大量生产种苗
。

块茎形成法

是培养幼小植物使其在玻璃容器内形成微型

薯 ������一 ���〕 ��
，
简称 入���

�

这种方 法

的优点是在短时间内能生产出块茎
，

缺点是

薯块太小
。

扦插繁殖法
�

根据插条部位的不同分别

名之为茎扦插
、

叶扦插
、

芽扦插和叶芽扦插

�芽带一节间�
。

发根移植法一般是利用茎扦

插
，
将发根后的插条移植到大田中去的栽培

方法
。

这样
，
可收获一些块茎

。

块茎形成法

则是利用叶芽扦插 �一个节间一片叶�
，

使

插条腋芽上产生小块茎的方法
，

在短期间内

可生产出块茎
，
但繁殖率不高

。

实生种子繁殖法
�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

采用此法
，

试图用实生种子代替高价的进 口

种薯
。

在中国已经把实生种 子生产种薯付诸

于实践
。

此法足播种种 于刘 苗床上
，

育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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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嗦争薯 的 萦殖 方法

块茎形成法

后再移植到大田中栽培
。

这样做
，

种苗用费

很低
、

能够利用无病种 子
，

便于贮藏运输
，

但其最大的缺点是生产的薯块大小 不均匀
。

� 快速繁殖和环境条件

马铃薯生产的成败是和能否形成有效而

肥大的块茎有关
。

这一 切要 受 到 日 照
、

温

度
、

首养等环境条件的彩响
。

块茎形成时由

于环境的变化
，

植株体 �勺的积累位也发生变

化
·

从伸长生长向膨大生长转换 的 �付候 开

始
。

快速繁殖也应根据其具体繁殖方法
，

给

予适宜的环境条件
，
以下就环境对快速繁殖

的彰响作一简要介绍
。

日照条件
�

长 日照是发根移植法不可缺

少的条件
，

短 日照条件则是块茎形成法的必

要 条件
。
�功 �门�

· 〔�，，�’�、 �吕道
，

不卜�品种

洲插条刀 日照的反应不同
。

他认为
�
�忘界 日

照 �����
�
�钧三��小��」以上��勺品种多属

一

，�，一热种
，
�

，
�

小时以小
‘

�为多属晚熟种
。

在 长口照条件下诱

发短 卜�照况
�

种的决茎形成时
，

将扦灿母株以

�小时�日 的短 日照处理两周即可
。

北海道

农业试验场的调查结果也表明
�

男爵
、

大白

等
一

早熟种
，

临界 日照在��小时以土 � 农林 �

号和爱尼妇�等中晚熟品种临界 ��照时间在月

小时左右
。

根据用扦插法繁育种薯的 日本北

海道早来市的调查
，

在没有 日照调 节设备的

温室中
，

农林 �号从 �月下旬到来年 �月 自

形成块茎
·

其它时间则 仁形成 � 而男爵则到

�月仍在形成块茎
。

温度条件
�

在马铃薯生育温 度 范 围 内

������℃�，

高温促进伸长生长
，

低温 �� �

一�。 ℃� 促进块茎形成
。

营养条件
�

土壤营养条件越好
，
扦抽母

株越 长得肥大
，

插条数相应增加
，

用块茎形

���法
，、、 ’
�
�

的块茎也人
。

插条年龄小易发根
，

老化则易形成薯块
。

用容器内繁殖如果在培

井毯
�

�
�

����入艰�搏�钩浓度高 �“
几

万一之冲石�
· ，，，�

可促进块茎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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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 长物质等
�

伸 长生 长期程汇物体内 系
，

得到的苗多数又移到发根培养墓上
，

待

的 �八 包 量高
，

减少� 八含量能诱发块茎形 产生根系后移植到大田
。

成
。

在育器内添加 � 人 可以促进伸
一

长 生 长 发根培养移植
�

发根培养的培养基和培

和发根
，

植物生长激素也具有 同样的作用
。

养条件同上
，
也有在培养基中加入生长物质

与此相反
，

在块茎形成过程中多 用 绷 胞 激 ��
、
�八�和�� ��

�

�。 灯�� 的报道
。

将

素
。

为促进抽条发根也常用 比 入
�

叹 入 人 和 扦插培养的插条移到培养基
一

�
，
约 �� �周

其它促进剂
‘

的时间就可以得到生了根的幼小植物
。

再把

块 汽的休眠和萌发
�

收获后的种薯依粼
�

它移植到培养钵中培莽 �一 �周后移植列大

种的不同休眠期 育差别 � 快速整殖法巾的块 什�
。

每个容器中可产生幼苗�����株
，
大小

茎形成法产生的小薯也 同样
。

由于这些茎小 了�
一

�一 �个节间
，
约每 �周可以收获数次

。

块
，

个休间贮藏养分有很大差别
，

发芽难以

整齐一火
。

一般为防止其由于水分蒸发而降 �
·

� 容器 内块茎形成法

低发芽率
，

多用低温贮藏
。

如播种休眠中的 涪砒培养
�
���和发

一

眼移植法相日的方法
一

苦块就用氯 乙醇
、

促进剂等化
’
�乏药剂处理

。

繁殖
。

块茎形成培养
�

用圆简形容器较好
，

使

� 快速繁殖方法 川 ��培养基
，

蔗糖浓度 ��
。

添加的生长

物质除�以 和 �八�
’
�一�������� 外

，

还有加

弓
�

� 容器内发根移植法

无 病苗的培育
�

繁殖源是不带病薯块
一

长

出芋或 失
。

消毒以后就可以使用
，

但还是在

无摘
�

吓境条件下培养的植物较好
。

生长点经

消毒处卿后
，

改容怨内培养得列的植物是最

好�
’

�，��。

繁勺
，
�培 全�

‘ �

所丹�丫书器为 ����一����，、�的

三角瓶或同容盆的圆筒形培养器
，
川 �写培

养基
。

蔗糖浓度 ��
，

在固定培 养 基 中加

入 。
�

�� 的琼����
，

不 特 别 需 要生 长物质
，

但女�，刃“入 ��八�
�

������七和 �
’、
八�

�

�������
寻 ，

贝��能促进生 长
。

把脱毒苗每节分为一段移到

培养签 卜培养
。

进行扦插时
，

切除大小约有

理一 �节的植物顶端
，

将其横放
，

破除顶端

优势
�

侧枝生
一

长旺盛
，

这种方法很有效
。

培养条件
�

温度��一��℃
，

光照用萤光

照射��小日����日以 卜
。

如能梢天照射则更好
。

如果进行液休振动 培 养
，

����价�、二
灯 天

�一 �小时即可
。

液体振动培养生长速度比

用固体培养基快
，

培养待续时问短
。

本培养

法用 �周时间幼小植物就可以伸长并产生根

入 ��� 于�� ��丁
、

����，�。 ��的
。

把吉千

〔飞�，�� �
·

。 �、 ������、 � ���� ����

话培井的插条移入此培养
�

‘

户溢度��一�。 ℃
、

黑暗条件下或每 ��

芝� �
卜��

·

�
一

的条
了培养

。

用液体培井

固体培

协
‘

犷衡交

����

但液休哈方琴中

毕和

长八
‘

�

钊以

。，

约 �洲时间德个�芥器
，
卜就 川

一

��几

生

个 �
’

一
’ ，

道，�一
‘〔 径 �一 了 ，，飞，� ， ‘

��绍

�
�

�一 �克
。

� �
’

的贮藏和葫发
� 丫

‘

�
’

勿防乞
一

价
，
室内优

会由于水 分燕发 而 失 去 发芽力
。

囚此
·

把

�。一��� 个为一红卜 放在育煞或卿料袋中
，

在低以条件下 �理一 �℃�贮藏
。

补梦杭 �
‘

���
、

�
一 ，

使它 仁室棍条件
一

价城发出 飞一 �你 、 �
的芽后

再不
�

�
，
令犷〔

。

如�址�’�休���退期的 �
�

年
。 �

�呢�兄梦杯品处
一

「，�，

打破沐眠
。

使用的药 均 有 �
�

�几” 汽抓
‘

乙
山

醉
。

��川�， 、 吸

从 产液
，

乙 烯 利 ��沁
� �

� 一

卜州 入

�叭
。 �， 卜 浸泡 �侧川

一

击成 片把
‘� �

� �，，�积巡
一

荆

加 �
、

竺。
‘

�的 华思
‘

�
， ·

川落�
’ 、
休处理 �天

�
�

� 茎扦描法

沂子�
�

�
忿� �飞照��于问关

一

之
一

长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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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病块茎种植到肥料充足的培养钵中
。

待

长到��片叶子时
，

去掉顶芽促进腋芽生长
。

待腋芽长出 �一 �片叶
、
����

�� 时
，

就

可作为插条
。

去掉插条后腋芽还会生长
，

新

长大的腋芽还可以作为插条
。

有 这 样 的 实

例
�

一株母株可摘取��一��个插条
，

如果再

从发根移植后的植株上摘取插条
，

一个季节

可生产插条理��个
。

扦插法
�

扦插苗床用蛙石
、

珍珠石
、

泥

炭沼泽这儿种物质的某一种或儿种的混合物

均可制作
，

一般使用蛙石
。

扦插密度一般为

��� � �� ��
，

依插条的大小不同有变化
。

种

植深度为 � � 。 以上发根较好
。

苗床上部应

遮光 �用网状物
、

苇帘子�
。

为防止萎蔫
，

要加强灌溉
。

温度要保持在�����℃的范围

内
，

防避沁 ℃以上的高温
。

通常 �一 �天就

可在苗床上成活
，
�一 �周后就发育成可以

移植的发根苗
。

插条的发根处理用一般发根

剂就可以
。
����� ������用以下方法进

行发根处理
� ��� �������

、
�八�������

、

��，������������� 、 ��
。
或 ��

、 ·

�� �������
、

硼

酸 ���
�

�，〕�盛�
、
��� 乙醇 ����

，
水 ����的

混合液稀释 �一 �倍
，
用此溶液浸泡插条基

部 �小时
，

发根后可直接移植到大田
。

较大

的插条早移植可取得高产
，

移植伟犷间越晚
�

产量越低
，

早熟
��户
�

种这种现象更为严 币
。

�
�

� 叶芽扦插法

插条的培育
�

培育母株使其能在 �〕 照较

短的时候采摘插条 长��照条件下对母株进

行短 日照处理时
·

林 ��光照 �小�’寸持续两周

以上
，

就采摘插条
。

插条带有 �叶 �节
。

老

化的插条易形成块 鉴
�

插条大则形成的块草

也大
。

一株母株可产
’

���一脚 条插条
，

如采

摘数次
，

则可 ，尔
’
上于���条

扦插法
�

方法�往齐扦插法 川同
，

温度在

��一�� ℃范���内贝��更好
。

短 ��照处理 �一 �

周就在腋芽上结 �薯块 ��一 �克�
，

在叶

片枯萎以后再收获
，

块茎的哎 戒条件同 �
’

「

的贮藏条件相同
�

� 快速繁殖法的利用和存在的

问题

�
�

� 繁殖率

以上所述繁殖法最大的优点 是 繁 殖 率

高
，

下表是各种繁殖法所需的时问和 瞥殖率

的比较
‘�

表 � 马铃薯各种繁殖 法 所需 的时间和 繁殖率 的比较

器 内 繁 班 扦 插 擎 爪
�� �】 � � � �

� �
� �

�
�

发根 移植 法

繁范 部位 器 内动植物

母 株育成 时 间 �周 � 玻 耽容器 �

苗等育成 的 时问 �周 � 玻璃 容器 �

块 茎生 产的时 问�周� 大 田 ��

总 计 ��

坏
一

平方米生
�佗 的 泊 �株� ����

侮平 方米 生 产块 钱数 �个� � ���

每平 方米生 产块茎 玉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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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丧可以看出
，

容器内发根移植法繁 殖率最高
，

排平 厅术
�
��’ 广址 生 � 竺叨 株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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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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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公

斤
。

与种机种薯繁殖比较�每平方米种 �个薯

块
，

繁殖率是 �� 倍�
，

繁殖的薯块数量是其

���倍
，

币 量是 ��倍
。

如反复进行育苗生产

繁殖率会更
�

佰
。 ‘

弃器内块茎形成 法 产 生 的

�
『

�数量是 ���。 个
，

重 最�
�

�公斤
，

聆块数

量是种共繁硝法的��倍
，

重最却 与其基本相

同
。

如反翅进行
产

�产 ��年 �次�
，

下任平方

米可产生 拍 ��� 个 ��
‘

�
。

扦插繁殖的情 沉
，

用发根移植法协平方

米可采摘 �叻 个插条
，

产生根以后 移植到大

田可产
厂
卜�飞川 个答块

，

总重量 “ �
�

�公斤
，

与种植种 片繁殖 比较
，

重量是其��倍
，

数量

是 ��倍
，

若反复摘取插条繁殖率会更高一

些
。

块茎形
�

从法娜平方米可产生块茎���个
，

玉 获 �公 斤
，

反复进行块茎生产繁殖率的提

高并不明显
。

实生种子繁殖只是作为参考
，

件平方米育 ��� 株苗
，

以把这些苗全部移到

大田计算其产量
。

从这些计算���
‘

知
�

容器内

繁殖繁殖率最高
，

每平方米 �年 可 产 生 薯

块 ���。 。个 � 扦插繁殖若用发根移植法
，

每

平方米 �年 可生产小薯 � ��� 个以上
。

可是

快速繁殖法培 育的苗和生产的块茎都很小
，

今后必须开发使用小种 苗的栽培技术
。

�
�

� 使用种苗的栽培技术

发限移植的苗
，
特别是器内繁殖培育的

苗
，

长�支约 �一 ���。 ，

粗 �一 �� 。 飞。

实 生

苗大小
“�此基本相同

。

将 �一 �粒实生种子

播种在培养钵中培育 �周移到大 田中
，

收成

好时
，

有 子株薯块产量 ��� 克的好成绩
。

若

把实生苗用 上述育苗法繁殖可大 量 生 产 幼

苗
。

因此
，

了了可能在一般栽培上利用
。

以苗

的状态连续繁殖
，
有不受休眠期的限制

、

什

么时候都可以利用的好处
。

块草形成法所产生的块茎 �
‘

�重量在 �

克以下
，

扦插法产生的块茎重量在 �� 克以

下
。

尤其是 �
‘

「直接播种到大田是有 困 难

的
，

丫�了�
一

定设备苗床 卜
，

征平 方 米 种 植

���个
，
�一��克的小薯块可生产���个薯块

，

因此有必要进行再繁殖
。

各种繁殖法所产生

的重量为数克至��克的小薯
，
如采取适当的

栽培措施
，

可以在大 田中栽培利用
。

最近
，

在种植小薯块的试验中了�
‘

以下例子
� �克重

的薯块每穴播种 �一 �个
，

产量为�吨���英

亩 � �一��克的薯块有穴 �个
，

产量为�
�

�一

�
�

�吨���英亩� ��一��克的薯块每穴 �个
，

产量为�
�

�吨���英亩
。

本研究中心也得到了

这样的结果
�

扦插法生产的平均重量为数克

的块蕊
，

种植株姗司亡�述的 �厂�
，

坏穴种 �

个
，

产量为 �一 �吨�英亩
，

改进栽培 方 法

有希望获得高产
。

山于种植小块茎植株华数

少
，
生产的种蔑中小薯多

。

�
�

� 快速繁殖法在生产上的利用

快速繁殖法
�

卜产的种苗一 般难以在大田

中栽培
，

以此为基本苗进行系统萦妓
， ’仁产

种薯是它的利用途径
。

这样缩短了原原种
，
�
�

产以前的阶段所需的时问
。

快速繁硫以后
，

都是在大���中进行繁殖
。

因此
，

更拐化 �
’

马

铃薯的采种标准
，

既要维持无启 种 件 的
��占

质
，

又要繁破
，

这是下言而喻的
。

�
�

� 植株的保存

容器内繁殖被利用到用细胞融合等 厂卜物

工程技术育成的利
，
苗的繁硫中

。

在容器内只

进行苗的繁殖而不使它形成块茎
，

然后再发

根移植是较有效的方法
。

容器内 的 幼 植 物

还可以不经处理作为遗传资源保存
。

这时
，

在功 ℃的低温下可保存 了年
�
也有在 ��培

养基中加入 ��的甘露醇保存 �一 �年的成

绩
，
��小

，

便于运输
。

综
�

�听述
，

马铃薯的繁殖技术有多种方

法
，

在实际生产中往往是 几种方法混合运用

更为有效
。

可是
，

如上面所反复提到的
，

快

速繁殖法有繁破率高的优点
�

一

也 ��
一

种 苗小
、

如反复禁殖
，

则人小不一致的缺点
、

因此

在明确使用 日的的墓础土
，

适 当地繁殖是非

常市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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