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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的 马 铃 薯 组 织 培养 与

病 毒 鉴 定 技 术

滕 雨 伟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

我于 ����年�月�日至犯月�� 日赴加拿大

进行马铃薯组织培养与病毒鉴定技术研修
。

接受研修的主要单位是新布伦瑞克省 ����

���������� �以下简称布省�省会的费雷

德里克顿 �������������研究站
。

这个研

究站隶属加拿大农部
，
是全国马铃薯研究中

心
。

根据研修计划的安排
，
参观了新布省的

马铃薯原种繁育中心
，

此外
，
还到过阿尔伯

达 ���������省埃德蒙顿市�����
� �����

的阿尔伯达大学
、

欧兹 ������农学院和诺

瓦斯克舍省 ���� � �������哈 里 法 克 斯

���������的 ����� 农学院等一些单位
。

组织培养研修期间的导师 是 �
�

�

���
��� �

和��
�

�����。 。 �
，
种薯生产与病毒鉴 定 技

术的导师是 ��
�

�� ���
，
研修期 间 还 得 到

��
�

��� ��
、

��
�

������
、

��
�

���及

�����等的帮助
。

因此我的研修与学 习收 获

很大
。

一
、

马铃薯组织培养技术

组织培养是当代生物研究中的一项基本

技术
，

在马铃薯方面 已把这项技术应用于 �

个方面
� �

�

种薯生 产
、

培养无病毒的植株

和块茎
，

实现种薯无毒化 � �
�

为育种 提 供

健康的亲本材料 ��
�

保存马铃薯种质资源
�

凌
�

加快优 良品种的繁育速度
。

我在实 验 室

里主要是做培养基的配制
、

茎尖剥离
、

试管

苗的切段繁殖和病毒鉴定技术
。

外出考察主

要是参观种薯生产程序及学 习有关技术
。

�一�培养基的制备和应用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 �
，

�
�

培养基
，
它是

����年由���
�������� 和 �����两人创立的

，

在一些作物的组织培养上都得到应用
。

然而

培养基的配方也随
一

应 用 目 的不同而发展和

变化
，

加拿大马铃薯组织培养应用的培养基

有不同的配方
。

一般是茎尖剥离采用液体培

养基 �表 ��
，

而切段繁殖则是用固体 培 养

基 �表 ��
。

这两种培养基的配方是截然不同的
，

是

经优化后的结果
。

例如表 �所用的活性
‘

碳是

经实验后发现大多数品种植株在有活性碳的

冷
�
�

�

培养基中发育良好
，
加碳正是这种优化

后的培养基
。

培养基对��值要求
一

也很严格
，

��值所以在 �
�

�士 �
�

�范围内有利于植物对

各种元素的吸收
，

因此植物生长最佳 �见图

��
。

配制培养基时
，

如因缺某物质达 不 到

配方的要求
，
可采用相同或相似功能的其它

试剂或药物代替
。

关于培养基的配制方法和

步骤是依据一定的顺序
，
以固体培养基为例

，

其步骤是
�
��� 根据需要量的多少按比例计

算所需成分重量
� ��� 将称好的蔗搪和盐等

放入有一定量水的容器中
，

再加维生素�
，
和

肌醇 � ���调节��为�
�

�� ���定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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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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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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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表 � 茎尖剥 离采用的液体

培 养基配方
表 �

�

切段繁殖采用 的

一
�

一
��

一
�一�

己 �

一
� �“ �曰���口�������

一
固体培养基配方

成 分 浓 度 �毫克�升�

成 分 浓 度 �克�升�

�� ����

���。

����� �无结 晶水�

����一 �无结 品水�

��么���

���� ����

�吕���

����‘ ·

�么�

����‘ ·

��么�

�工

������一 ����

����一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
令

蔗糖

���么��一����

维生素��

肌 醇

琼 脂

活性碳

�毫升�升�贮液�

。 �

�毫升�升 �贮液 �

，
与表 �相同

帐 绷

动力 精

叫噪 乙 酸

维 生素��

�
。
���

�
。
吕��

�
。
���

�
�

住��

�
。
���

总计 �� 。礼���

��克�升

�毫升�升�贮液�

�毫升�升�贮液�

�毫升�升�贮液�

一一
��曰�口��

�

�一‘ ��

一
�

一
月

�
�

一
�一

，口����曰��曰目���

以 上��种盐 可 混一起
�

共计 �
�

�克

图 �
�

在不 同��值范围内植株吸收

营养元素的能 力

加入琼脂和活性碳 � ��� 高压灭菌 � ��� 用

仪器把灭菌的培养基定量地分配在试管中
�

�助 再高压灭菌待用
。

�二�葺尖切妞和切段繁殖技术

、霹斯衣省衣业研究站
，

茎尖切割组织培

养的丰粤目鲍是快速繁殖
，
是采用无毒

、

无

病块肇切瓤的
，
所以茎尖切割时

，

长度�
·

��

�
�

�垃叭 其大小比我们所切割的大
‘
得 多

，

我国茎尖切割是以脱毒为主要目的
。

他们在

茎尖切割前
，
严格选择块茎

，

块茎是事先经

各种鉴定技术确定无病毒和无真 细 菌 病 害

的
。

在无菌条件下
，
将切割的茎尖放入液体

培养基的小试管中 ��。 。 火 ���� �，
利 用小

试管的表面张力
，
茎尖悬浮于表面

，
然后放

在温度为�� 、 加℃的条件下
、

经 工��周后形

成叶锥和和幼根
，
之后移入固体培养基试管

中 ����� ��二纽�培养
，

待试管苗长出 �个

叶片以上可切段繁殖
。

一棵试管苗可 切 ��

�段或更多
，
经繁殖到一定数量可移入 温 室

中栽培
，

所得大量的块茎即原原种
。

原原种

供原种 �代繁殖
。

加拿大在组织 培 养 过 程

中
，
对环境条件的挣制是比较严格的

。

在温

度方面
，
对于茎尖组织和切割繁殖的培养要

控制在 ��、 ��℃ ，

而 在光强度
�

�
，
茎尖组

织培养为���、 ���烛光
，
切段繁殖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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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
，
日照时数均在��小时左右

。

二
、

加拿大的种薯生产

加拿大的种薯生产在世界上享有很高信

誉
。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
，

其气候冷凉
，
有非

常好的自然隔离屏障
。

在种薯生产的生育期

能有效地防止蚜虫传播病毒
，

再加上有较先

进的种薯生产技术
，

生产的种薯质量较高
，

种薯输出量仅次于荷兰
，
居世界第二位

，

常

年要向��个以上的国家输出种薯
。

种薯输出

已有��多年历史
，
形成了种薯生产体系和制

度
，
现介绍如下

�

�一�加拿大现行的种薯生产体系

我在研修期间
，

曾对新布省的种薯生产

技术做了考察
。

新布省是加拿大种薯生产的

主要省份
。

种薯生产共分为 �级
，
即原原种

����
一

���七��� 原
�

种 � 代 ������ ���原

种 �代 ������ ���、 原 种 � 代 ������皿�”

基础种 ���� ��������，合格二种 ��������
�

����
��� �见图 ���� 原 原种是由马铃薯 繁

第五年

缤六年

图 �
�

加拿大种薯生产体 系图示

育中心提供大量的无毒试管苗栽培在原种场

的温室中获得的块茎
。

原原种供第二年在田

间栽培
，

所结的薯块为原种 �代
，

以下依次

类推
。

第三年和第四年为原种 �代和 �代
，

第五年为基础种
、 ，
第六年为合格种

。

原种场

一般经营到原种�代
，
而政府指定的专业种薯

生产农场主要经营基础种和合格种
，
只有少

数较好的农场主经政府批准
，
有计划地经营

原种 �代和 �代
。

新布省大约有 ��� 个专业

农户从事种薯生产
，

其中�����个个体农场

主繁咬以种 �代薯
，

有��个农户繁殖原种 �

代和基础种
，

其余农户则繁殖合格种
，
向国

内外市场出售
。

加拿大的种薯生产就是这样

一 个体刃
，
田马铃薯繁育中心每年向原种场

提供所需灼试管苗
，

由原种场繁殖原原种
、

原神 �代和 � 代并向专业农户提�供
，

然 后

由指定灼专业农户逐级生产和提 供 各 级 种

薯
。

�二� 种薯生产技术

种著生产技术主妥有以下几个环节
�

�
�

试哲苗的繁殖是在有空调的培养室

中进行的
。

每年连续不断地给原种场提供试

营苗
，

由原种场繁育原原种 ����
一

������
。

具体措施是把试背苗栽神到严密的防虫空调
‘

室内
，

每年使用为盆上和花盆都经消毒
，
非

工作人员一般不得进入组织培养 室
·

和 原 种

场
。

�
�

原原种
、

原种和原种 �
、
�

、
�代

的生产采用整薯播种
，

在 田间 设 置冰
、

行

圃
，

加大行距
，
合理施肥

，
实现燕麦

、

牧草

和马铃薯三年斗酬乍制
。
日间作业基本上实现

机械化
。

�
，

原原种
、

原种
、

基础种和合格种的

生产
，
每年在生育期间都要经政府检验部门

实行田间检验�、 �次
，
严格执行种薯生产的

检验标准
，
压 间检验以肉眼识别症状和血清

幸检验鉴定为主
，

辅之 以实验室内的化学药

物与仪器测定
。

�
�

收获前进行割秧
，
贮存和运输应严

防机械损伤
。

贮存多为地上调空库
，
温度控

制在 �� 妞仁
，
实行必要的通风

。

三
、

耳宁薯的检验和病害的

鉴 定 技 术

加拿大 在种薯生产过程中
，

执行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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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检验制度
。

在马铃薯生 产的生育胡间由

政府部门检验人员到原种
�

场
、

专业农户实行

现场检验
，
其采用的鉴定标准和鉴定技术如

下
�

�一� 种薯分级检验标准

原原种和原伸 �
、
�代在生

一

育阴间要检

验 �次
，
不允许带有任何 布害

。

原神 �代同

样检验 �次
，

病害株率总计不超过�
�

���
。

对

于基础种和合格种在生育期间检验两次
，

其

标准如下 �见表 ��
。

加 拿大对于种薯 生 产

较严
，
不仅对病毒类有严格要求

，
而且更严

格的是要求种薯不允许带有环腐病
，

这 已在

加拿大形成法律制度
，
从国家级研究站

、

原

种场到专业农户都严格执行种薯分级际准和

制度
，
如有违背即取消繁殖种 薯专 业 户资

格
。

表 �
�

基础种和合格种在生育期间检验的标准
仕�“ ��

� 户�

一
一

�

�

一一
�臼�‘ ����月目�幽�山�曰��目� �一

一
��一

山
�

一
�

�

�
，

一组 加 病

环腐病

基础种 总计 所 �

萎蔫 有
、

祥一 次 论验 第二次 价验
’
组 别 病 害 第一 次检验 第二 次检验

�
�

�夕石

合格种
哄贬病 。 �

��� �
�

���

环腐病

任何一种病毒

总计所有病斌
】

萎蔫病
、

黑胫病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病毒鉴定技术

在茎尖剥离
、

快速繁直与试牙苗移到温

室栽培生长的 班个过程共检验鉴定 �次病害

�见图 ��
。

经过每次鉴定无病害后才 毖 转

入下步生产
。

检验 鉴 定 灼 病 害 有 ���
、

任��
、
���

、
���

、

���
、

���� � 类病

毒����
，
环腐病 �图中简�称 �����

。

检

验鉴定的主要方法如下
�

�
�

病毒检验

病毒俭验有几种途径
。

第一 是 指 示 植

物
，

把待检的样品接种到指示 植物上
，
经一

定时间后
，

根据其症状判断所带病毒 � 第二

马 �’��” 二核酸提取浪 峥只早势芝
�

儡
‘

麟岌入�

雄芭
� ��’�八鉴 足 �溉

�

�

� �饰 �
二
一

一� 接种在抬茄��

� 目
一、 仁 廿入�

�
��、 一

� 黔弩
卜主���所 了石如 峥
�

·
班
，，、 �� �

’
�

’

�、

�
“卜‘ 万�锣‘ 一刁

一
旬

一

户
一

口

鉴走植 抖

乳胶眨案 、

且性氏染色 】

今��

�
讯

�弓��裙

�

工卜华消 裔

色

聚染疫初琴
�

整薯种

、

囚
一

口
一

图
�

�
一

回批德曹
月云“
一

土� �� 优选 � � 高�舀繁勺、 � 己�

旅入诱 固沐 植抹

一
在溢室
性

足

获 该见

草兰 民

旨一 位

�
’

���’ ��

级的液培养基

下卞培养墓

启暴补
，、存病毒

固��
。 ��。

盆
���������、 �溶液

图 �
�

病害鉴定与繁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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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一
�

�
�

�
�

�����

�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是血清学鉴定的�����法
，
利用制 备 好 的

蛋白和酶标
，
在微量滴定板上与样品间接反

应
，
产生黄色

。

叱方法灵敏
、

快速
，
用于大

批样品的检验和鉴定
。

�
�

类病毒 ���
�

���的鉴定

类病毒除可用指示植物鉴定外
，

费雷德

里克顿研究站的病毒 学 家
�

�

� �����研究

了一种新方法往复—凝 胶电泳法 �简 称

�
一
�����

，

七法是根据类病毒 �又���分
一

子大小在胶注 上形 戈侍有 介
�

�冷
，

从而 分辨出

强系和弱系
。
次

一

���� 法在目前是较 先 进

的鉴定技术
。

�
�

环腐夫衬

加拿大出口 为帅薯对于环腐 病 要 求 较

严
，
无论哪级仲薯邹不允许带有环腐有

。

鉴

定方法有草兰氏染色去
、

乳狡疑聚法
、

免疫

荧光和指示谊初去
。

冲薯攻获后为大量工作

是环腐病的鉴定
，

苦发现专业冲值者灼神薯

中有环腐病
，

即浪派攻府俭验制度使他停种

�年
。

四
、

体会与建议

我这次赴加拿大研修
，

使我体会到加拿

大在马铃薯组织倍养
、

种薯生产和病毒及真

菌
、

细菌有害灼俭验技术方西是先进灼
，

特

别是设备
，
我们与之的确存在着一定差距

，

段们应该借鉴和引入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加以应用
。

为龙我有 以下几点建议
�

�一�耍建立建 全冲薯生产沐系和完善

种薯生产检戮剑变
。

代国冬地虽 已开澳了这

方面约工作
，

尚不够十分速全
，

待另��是在仲

薯的鉴定方面
。

由于决乏专业人员
，
不仅在

种薯生产季节检验的次数少
，
而且还存在空

白区
，

出现商品薯和神薯不分 为现象
，
所以

仲薯为贡量不可 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建议

我们政育应该加强俭验队伍泊建没
，

并制定

与国际相适应为中薯�产 沐系和分级标准
，

以不断提育种薯 钧 毛
二 �

水平
。

�二�加拿大 自马铃薯丑织培养是 以加

快繁殖无病砷薯为 志本 目灼
。

取计是无病
、

无毒为块艺
，

所以 蒸 尖 切 钊较 大 �。
�

�、
� 弓�� �

。

戈们切刘狡小灼 月 方在于说 毒
。

建议我 为也应该逐 岁过渡到采泪无 布
、

无毒

块茎进行沮识培养
，

也件组织培养作为加快

繁育手段
。

这样做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三�马铃薯为组织培养与切段繁殖的

培养基配方应在��培养班约 县础上
，
恨 据

应用 目的灼不同
，

通上价选择药刘
， ‘

降概成

本
，
这是培养 去记万一个直得重视为问葱

，

所 以我们应该加以不断 汗究
。

�上接���页�

特征特性
�

茎少粗状
，

早期 分散状
，
叶

腋浅紫色
�

叶很 气
，

高度下垂
，

深绿色
，
稍光

滑 � 初 生小针大但窄
，
川

一

脉浅
�

花序极少
，

花白色
。

块茎
一

长卵圆形
，
表皮 浅 黄 色

，

光

滑
，

薯肉浅黄色
，

芽艰极浅
。

块 茎 芽 紫 红

色
，

开始为桶状
，

后为住伏
，

顶芽较大
，

开散

状
，
绒毛稀少

。

品 质
�

于物 后 含量低
，
质地坚实

，

煮后不变色
。

抗 病 性
�

兰李寸感晓疫庵
，
块茎稍感晚

疫病 � 高抗�
� ，
感����

，
轻感癌肿 病

。

泣
，

厅口 � 不， ， 、

曰 引上 又�� ��

品种来源
�
� ��又 ���� �� �� � 比 」��、� 又

� �������

特征待性
�

里少祖状
，
深紫 色

，

旱 匆呈

高度分散状 � ‘��大下垂
，

深绿色 � 初生小叶

大且宽
， �寸泳色深 ， 花序小且花数少

，
花白

色
。

薯块
一

民形
，
略呈肾状

，
表皮光滑呈浅黄

色
，

薯肉浅黄色
，

芽限浅
。

块茎芽早期呈茎

状
，

蓝紫色
，

按近顶尖开始变绿
，

绒毛密
、

长

而软
。

�下转 �男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