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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早熟品种无病毒小薯的快速

繁殖及良种繁育体系

李文芙 朱祥春 陈伊里

�东北农 学院�

摘 要

自马铃
一

著极羊熟品 种 东农�‘��的 无性 系中筛选 出木感染 �
’汤 八

’

和 �
’
甲入

�

�

�尺� 的无性 系东 农 ��忿
一

�做 为基拙材科
，
采用茎 尖脱毒产生 �浦 个单 林 东

�
�

��
，

试 管

田
�

�
，

再经晦联允渡和反向果丙 烯耽按凝胶 电源刚 定选 出 � 个 未 感 染 入
，

� 以
二

尺� 和 上
，
�下丫 的单株系做 为生产 元 乃毒小 善的 原

一

冶 科 科
。
万

丫
，
�

，

、

�用 培 养

皿 繁值 由瓶苗剪 没扦插苗
，

并连续 剪插项 腋芽快速生产 无 病毒小 善
。

在低温冷藏箱

内 ��一 ���� 保存元 角毒小 著
，

才空制块 茎休眠保证按时播种
。

在哈尔滨地 区���用防

虫 温 室 生产 无 病毒小 薯的最适时期为�一�月和�一 ��月
。

每午在防 虫温室 ��切 。 勺

内可 生产 ��万 至��万个 无 病毒小 薯
。

根据有翅桃 呀 飞迁测报
，

宋用保护地 栽培可实现春秋两李分针丢早熟品 种 的无 病

每小 薯生产原种 的 民种繁育体 系
。

� 前 言

黑龙江省南部地区 �绥化
、

呼兰
、

哈尔

滨�近年来已发展成为马铃薯早熟品种东农

���的种薯基地
。

每年向广 东
、

福 建
、

浙

江
、

江苏
、

湖南
、

山东
、

河北
、

辽宁
、

吉

林
、

上海市和天津市等 ” 个省市供应种薯并
为省内北部黑河

、

呐河
、

克山
、

北安等种薯基

地提供早熟品种东农���的原种
。

分析当前在

黑龙江南部地区生产马铃薯早熟品种的种薯

所存在的问题
，

关键在于如何改进生产无病

毒种薯的技术 � 健全 良种繁育体系 � 提高种

薯质量
� 降低生产无病毒种薯的生产成本

。

艺
�

侧
一

料与万法

�
�

� 供试品种

马铃薯极早熟品种东农���
。

�
�

� 试验内容与方法

供茎尖培养用无性系的选择及鉴定

茎尖培养苗是否带有类病毒和其它病毒
。

�。
�

利用培养皿繁叭由瓶苗剪段的扦插

苗
，

并连续剪插顶 �腋� 芽加速繁殖生产无

病毒小薯
。

�
�

无病毒小 共的储藏与小薯休眠期的

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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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翅桃蚜飞迁测报
，

采用保护

地栽培
，

实现春秋两季栽培无病毒小薯生产

原种的 良种繁育体系
。

� 结果与讨论

�
�

� 无性系的选择和脱毒

鉴于 目前利用茎尖培养和化学抑制剂等

方法尚不能有效地摒除无性系已感染的纺锤

块茎类病毒 ���
‘

���
，
因此只能东尚未达到

饱合侵染 �
�

���的东农 ���无性系的群体中

筛选未感染���� 的无性系充做茎尖培养的

础基材料
‘� ’ ，

进而摒除其他病毒如 入
，
�

，

� 和 ���� 等
。

于 ����年 �月在孕蕾至开花期对 东 农

���的���个无性系进行反向聚丙烯酞胺凝胶

电源 ��一 尸八��� 测定结果表明有��个无

性系 ����� 已感染 �
，
���

。

在其余未感染

尸�
‘

��的 ���个无性系间
，

单株块茎产量差

异极显著
，

全距为 ���克至����克 �����年

�月 �日收获�
。

造成单株间块茎产量 的 差

异主要是由于各无性系感染其它病毒的程度

�包括病毒种类和病毒粒 子浓度等�不同而

异
。

选用做为基础材料进行茎尖培养的单株

块茎产量为��了�克的无性系东农�娜一 �经指

示植物鉴定尚未感染 ���
，
��丫 和卷叶病

毒
。

据此
，

利用东农���一�无性系经茎尖培

养共获得 ���个单株系试管苗
。

通 过 利 用

�
，
�

，
�

，
�

，
八和 ���� �种抗血清进行

酶联免疫测定和利用反向聚丙烯酞胺凝胶电

泳检测 ���
’

��
，

从 中筛选出 �个未感染类病

毒和上述 �种病毒 的 优 良 单 株 系
�

东 农

���一 �一 ���
，
���

，
���

，
���

，
�峨�

，

并做为

生产东农 ���无病毒小薯 �原原种�和原种

的基础材料
。

�
�

� 无病毒小薯的快速繁殖

通常是利用三角瓶培养��天左右的幼苗

按单节切段直接扦插在育苗盘中
，

其缺点是

成 苗率低
，

�又为 ��一 油�
。

如将瓶苗切段扦

插于盛有薄层培 井 旅 的 培 养 皿 中 �直 径

������
、

商 乙 阮
�

���
，

每个培养皿可扦插 ��一

��切段
，

经�一�天即可生根
。

然后密植于育

苗盘 ��
�

�平方米�
，

每盘可移植 ���株
，

其

成苗率可达肠�以上
�乙 ’ ‘

了寺苗高达�一�厘米

可连续剪插顶 �腋�芽快速繁殖生产无病毒

小薯
。

在哈尔滨市区的气候条 件 下
，

利 用

���平方米的防虫温室每年于 �月一� 月 的

期间可繁位生 产 功 万一 ��万个无病毒小 薯

�原 原种少
。

�
�

� 无病毒小薯的储藏与小薯休眠期 的 控

制

根据哈尔滨市区的 飞候杀仆 �温度
、

日

照长短等�
，

利用防虫温室生产无病毒 小 薯

的最适时
一

期为�一刘」和 ，� �土月
。

由于利用

瓶苗连续剪插顶 �腋� 芽无性繁殖生产无病

毒小薯的收获期是不会一致的
。

同时
，

无病

毒小薯的大小
、

生理年龄也不一致
，

特别是

最小薯直径只有 �� �哑米
，

重量在 �
�

�克左

右
，

不耐贮藏极易风干
、

披缩
，

当利用小薯

生产原种时出苗缓慢
、

生长势较弱
、

生育期

较长
。

为此
，

当收获小薯时应按大
、

中
、

小

�级分别盛于尼龙网袋中
。

播 种 时 按 大
、

中
、

小薯分别播种
，

便于 田间管理
。

就早热品种东农 �娜 而言
，

于 �月初开

始生产的无病毒小 拜于 �月底即可收获
，

无

论大
、

中
、

小薯均储藏在温室蔺凉的条件下
，

于当年八月中句即可 自然通过体眠萌芽供做

伙季生产原种
。

但于 ����月陆续收获的小

薯必须贮存于冷藏箱内 ��一 � �少
，

采 用

低温控制延长休眠以备翌年 �一 �月播种生

产原种
。

播种前��天左右将小薯置于散射光

条件下催芽
。

�
�

� 根据有翅桃蚜飞迁测报
，

无病毒小 薯

生产原种的良种繁育体系

利 用无病毒小薯生产原种的关键在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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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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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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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 � ��

一
’ ��

一欢犷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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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巾一卜训心︹门工︸一小卜心的卜��中�悦

贪泛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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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 明� �� ，口 口� �� �� �� �� 曰�

�� ��
�� �� ����口匕����

��

���� �� �� � ��一� � � 一 �一 � 口 口 户

�一����…
，， � 、 、

工
�

工
�工

，工

、�，�

、 之

，护 尸

�
一

�

止
，，

�
卜�的们了

、、，�

、

叹留

帅�巴

心� �月 心� �月
�哥 忆、 卜， 侣�

征令此瞬耳草

吕 汉 蕊 霉
�， ��， ‘ 》 日，
，甲 内 ‘勺 扣 贯 巴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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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将小薯 �直径 �
�

�����
，

重量 �
�

�克�转变

为适于种薯生产即在大面积生产田中可直接

利用的种薯
，

�直径 ���
、

重量 �����克�
。

目前欧美和 日本一些国家多利用 温 室 盆 栽

�盆直径 ��压米�生产无病毒小薯 �重 量

��一�� 克�
，

这显然提高了生 产 原 种 的 成

本
‘ ” 。

我院于����年和�����年利用黄皿逐 日捕

捉有翅桃蚜
，

研究第�次有翅桃蚜发生频率以

确定第 �次飞迁始期 �以当 日黄皿中发现 �

个有翅桃蚜为准�及终止期
。

图 �中资料表

明在哈尔滨市区于����年第 �次有翅桃蚜飞

迁始期最早于 �月�� 日
，

于 ����年终止期最

晚于 �月 抓 日
。

由此可见
，

如采用温 室 育

�百
，

保护地栽培春播无病毒小薯生产的原种

可于 �月下旬拔秧或收获以及秋播无病毒小

薯可于 �月初在防虫溢室育苗 �月底定忆于

温床 功 月底收获均可避免有翅桃蚜传 染 病

毒
。

这样
，

利用无病毒小著生产原种可显著

地降低生产原种的生产成本
。

诚然
，

第 �次

有翅桃蚜的飞迁始终因当年气候条件的变化

而异
。

通常当夏季飞迁数量大时
，

则飞迁常

骤然停止�如于����年�
，

但当数量小时
，

则

飞迁常继续一个长时
一

切 �如于 ����年�
，

于

秋季栽培种薯易扩散感染病毒
。

因此
，

应该

顶测 �次较
一

长的飞迁的终止期 �如����年 �

月 忿� 日�
，

做为秋播种薯的
�

免播 日期
，

使薯

有出土在 访迁终止期后
‘

�� �天
。

此外
，

在

伙季种植马铃薯幼苗刚出土时感染病毒的症

状与继发性侵染症状很相似
，

苗期极易拔出

病株
，

保证种薯质量
。

生产无病毒小薯 �原原种�和利用无病

毒小薯生产原种的万法
、

步骤与良种繁育体

系详见示意图
。

� 月
，
�
�
紫殖 �式管苗

， ， 月 初

端养皿繁殖茎 切苗供 防 虫温

室
，
� 月生产 无毒小薯

�
�
习

� 月起大量扦插鉴 切苗
， 工。 �

月末始收获无病 毒小杆 �原

原 种�

�
�

、

组 织培养 宝

姿尖脱毒 和病 毒
‘�

类病毒鉴 定

防纵 网 漏当

��月
，
�
，
繁砚�试 管 �百

，
笠 年 �

月 端养皿繁硫 书 切苗供 防 止

温生
， 己 月

，
�
“
生 产 无 毒小 努

�
�

�
匕

一 �月 中起��五上扦二由类 日�苗
，

�。 月 末收获无病 毒小若 �睐
、

�像 种�

�
�

�
叮

春 季

保护 地栽培

生 产原 种

了火 少

�飞注打、 地 栽 」丫汗

生 产 原 仲

供 南方冬作区 和春

伙二 作区 需 用原 种

洪本 省需 用原 种

马铃薯早熟品 种 无 病每小 薯的生产 步骤及 民种繁育体 系示恋 图

实验 由内蒙古大学张鹤龄教授和充 山马铃薯研究所崔

荣 昌研究员提供抗 血清
，
以及崔荣昌研究员亲临指导应 用

酶联免疫及反 向 电泳鉴 定病 毒及类病毒
，
谨 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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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量 构成示意 图

由产量示意图可见
，

马铃薯的 单株产量

和每亩株数是构成产量的直接因素
，

且单株

产量是由平均薯重和每株薯数构成
，

平均薯

重又受每株大中薯数及大中薯重的影响
，

单

株薯数又受主茎数和每主茎结薯数所制约
，

即主茎数对单株产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至

于每株主茎数应是多少
，

我们认为 �一�个为

宜
，

当然也要根据品种对密度要求而异
。

薯块大度和结薯数等因素
，
似乎有互相

影响
，
但不同情况下其程度不同

。

马铃薯的遗传是相当复杂的
，
因此

，
给

选育高产品种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
而马铃

薯育种或良种繁育
，

都必须进行株系选择
。

根据马铃薯产量与有关植物学性状 的 相 关

性
，
进行株选

，

可能选出即符合育种目标要

求的 注状又丰产的新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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