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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产

和 微 型 薯 应 用

曲仁山 高 静
�本溪市马铃薯研究所�

马铃薯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产 的技术关键在于控制植株个体生 长 � 而其首要条

件是种苗基础和营养水平
。

利用普通 日光温室
，
在瓶苗假植或使用 已有的微型薯育

苗的基础上
，
采取砂床剪枝扦擂和高密度少肥栽培生产微型薯

，
比移栽瓶苗或直播

微型薯的办 法更好
。

即在剪枝扦擂后 �� 天收获
，
平均获得单薯重 ���克的微型薯

个数 占总数 的���
�

�、 ��
�

��
，
最高达����

。

单薯重 �克以上的 �个规格�、 �克
、

大于�克
、

大于�克
、
大于��克�微型薯直播亩产达���������公斤

，

接近或超过 大

薯切块直播 �����公斤�亩�
，
但 �个规格微型薯的含量不呈规律性差异

。

单薯重 小

于 �克的微型薯育苗移栽亩产达����公斤
，
略高于大规格微型薯直播产量

。

但考虑

其利用价值
，
将单薯重小 于 �克的微型薯作为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产的基拙种 苗使

用更合适
。

前 言

且在近两年深入进行了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

产的技术条件和微型薯在原种生产上的应用

试验
。

采用小种薯播种是当前国内外马铃薯生

产上的一项先进技术
。

但由于各自的生产目

的和整个生产技术水平所限
，

对于小种薯的

实际大小没有统一标准
。

在荷兰
，

国家规定

的价格最高的最小种薯的直 径 ��、 �� 毫米
�约 �� 克重�� 而我国已有研究资料证明

，

在一般生产田播种单薯重��、 ��克的小种薯
净产量最高

。

我们从飞����年开始
，
利用马

铃薯茎尖脱毒苗生产单薯重在 �克以下的脱

毒原原种
，
因其薯块微小故称之为微型薯

。

并

试 验 方 法

�一�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产技术条件

试验

利用普通 日光温室进行春
、

秋两季栽培

试验
。

春季以脱毒克新 �号为试材
，

设 �个

处理
，
即移栽瓶苗

、

剪枝扦插
、

播种微型薯

�单薯重小于 �克�
、

播种大薯切小芽块�每

块重���克�
。

密度为�� � �厘米�
，

每小区

��行
，
��� 株

�

随机区组
，
�次重复

。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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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按设计小区位置分期作业
，

微型薯和大

薯切小芽块两个处理于 �月�� 日播 � 瓶苗 �

月 �日假值
，
�月��日移栽 � 剪枝扦插于 �

月��日进行
。

在播种 �或移栽
、

扦插�时
，

砂床先喷清水湿润
，

播种 �或移栽
、

扦插�

完后喷 �
�

��磷酸二按溶液 �次
，

每平方米

床面喷�
�

�� �公斤 � 以后适当补喷清水保持

湿润而不再追肥
。

按温室管理要求
，

定期喷

药防蚜
，

及时换纱窗放风或遮光调温
。

播种

的两个处理列 �月 �� 日茎叶枯黄时收 获 �

移栽瓶苗和剪伎扦插两个处理到 �月�� 日茎

叶枯黄时收获
。

收获时测量株高
，

并按单薯

重计算结薯个数比例和重量比例
。

秋季以脱毒克新 �号和脱毒 ����� �为试

材
，

只设剪枝扦插和播种微型薯 �单薯重小

于 �克�两个处理 � 采取分期重复试验
，
即

剪枝扦插于 �月 � 日
、
��日

、
��日进行

少

扦

插后 �� 天测产收获 � 播种微型薯于 �月 �

日
、

�� 日
、
巧 日进行

，

到播种后 了�天测产收

获
。

其余试验管理同春季一样
。

�二� 微型薯在原种生产上的应用试验

选用脱毒克新 �号微塑薯
，

采取直播和

育苗移栽两种方式进行一季作原种生产
。

直

播分为单薯重 ���克
、

大于 �克
、

大于 �

克
、

大于��克�种规格 � 在高山�海拔���米�

原种田进行一次顺序排列的大区比较试验
，

并 以大薯切块 �每块重�����克�为参照
。

�月��日播种
，

普通垄作
，

行距�
�

�米
，

株距�
�

�

米 � 亩施有机肥 ����公斤和磷酸二按 �颗粒

肥���公斤 ， 在各规格的同一地段内设 �米

行长的调查区 �株距严格均等�� �月 �� 日

调查出苗率
，
�月�� 日茎叶完全病枯后测产收

获
。

其余田间管理按原种田技术要求进行
。

育苗移栽是将单薯重小于 �克的微型薯

先在温室育苗�出苗后��天以内�
，

再同适龄

的温室假植瓶苗和剪枝扦插苗一起定植到高

山原种田
。

试验地段为新开垦荒地
，
�月 �

日起垄
，

垄沟栽苗
，
行距 。 ，

�米
，

株距�
�

�米
，

浇水后条施磷酸二按 �� 公斤�亩
，
人工手覆

土封苗
。

田间按不同种苗进行一次顺序排列

的大区比较试验
。

定植后�� 日调查成活率
，

缓苗后及时松土
，

铲躺和防治病虫等管理同

原种田一样
。

到 �月�� 日茎叶全部病枯
，

选

在同一地段分别种苗类型取点测产收获
。

试 验 结 果

�一�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产技术条件
试验

�
�

温室春季试验结果 �表 ��表明
，

播种大薯切小芽块的植株长势 较 强
，

平 均

单株结薯�
、
�个 ， 播种微型薯的植株长 势 次

之
，

平均单株结薯 �
�

�个 ， 移栽瓶苗和剪枝

扦插植株长势较差
，
移栽瓶苗平 均 单 株 结

薯 �� �个
�

剪枝扦插平均单株结薯 �
·

�个
。

但是从生产的微型薯个数比例来看
，
却以剪

枝扦插最为理想
，
即单薯重 ���克微型薯占

总数的���� 其次是移栽瓶苗
，

单薯重 工、 �

克的微型薯占总数的��
�

�� � 第三位是播种

微型薯
，
单薯重 �、 �克的微型薯占总数的

��
�

��
，

最次的是播种大薯切小芽块
、

单薯

重�、 �克的微型薯只占总数的��
�

��
。

表 �
�

温 室春季生产微型薯试验结果

试 材 处 理
飞育 日数

�

…
��了����

呀工��工

移 栽

剪 枝

�天 �

瓶 苗 ��

扦 括 ��

保苗率

���

株 高

�厦米�

脱毒克新 �号

播 种 微 型 薯

火播种大薯切小芽块

��

��

���

���

���

���

茎 粗 单株结薯 产薯个数 比例 ���

�厘米� �个� 小于 �克 �一 �克 大于 �克

�
。

� �
。

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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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秋季生产微型薯试验结果
加如州，瞥嵘” ，誉，，映卿粤�，” 呜 ，

一一
�

�
�肠

一
一一一

���
‘

一一一一
�� ����—一一�

‘ 一一

试 材
生育 日数
�天 �

株 高
�厘米 �

单 咚 币
�克�

���划���一���目���脱毒克新 �
一

号

脱毒����一�

平 均

脱毒克新 �号

脱毒����一�

平 均

处 理

剪技扦插

剪佼��插

前伎扦析

播 神 敖
子牲终

播 件�砖侧曹

括 种微型
·

写

��

了�

单株结 公
�个�

�
。

�

� �

�
。

�

�
。

�

�
，

�

�
�

�

�一�克重 薯 �一�克 占
个数 比 例 沐�笋体比 下习

��� ���

只只
�

� 了�
。
�

�若〕� ��
，

�

��
�

� ��
�

�

��
�

� ��
。

�

�刁
。

� ��
�

�

丁�
�

� ��
。

�

��������曰���一
�

，
�

一
阴
一

��
，

一
�一

�

一一一
�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

�

表 �
�

微型薯在高山 原种 田直播试脸结果

试 材 处

播种至收获

�天 �

�一�克 �肠

大 子 �克 ���

脱毒克新 �号 大于 � 克 ���

大 �
“
��克 ���

一
‘

大著 切块 �参照� ���

出苗率 病毒病 陈率

�，百� ���

单株结薯 衍 亩 产 大
、

中薯比例

�个� �克�

吐
。

� ��万

�
�

� ���

�
，

� ���

�
�

� ���

�
�

通 ���

�公 斤 � ���

��� �

��� �

��� �

��� �

��� �

�
。

���

�
�

��谁

�
�

��月 ��
�

�

�
�

�工� ��
�

�

�
，

��� ��
�

�

月� ���品����口���� �� 口、 ���吧�
����日�日

� ���山 ，，�二
，� ����户���� 门 �尸�内 冰 �，�动目甲�� ‘ ，、夕 ，

�
�

温室秋季试验结果 �表 ��表明
，

剪枝扦插的植株个体小
，

结薯少
，

薯块小 �

但薯块整齐度高
。

克新 �号和��忍
一

�两组试

材平均
，

株高 �
·

�厘米
，

单株结薯 �
�

�个
，

单薯重 �
�

�克 � 生产单薯重 ���克的微型薯

个数占总数的��
�

�� � 其中个数比例最大的

是 ���克的微型薯
，

占总数的 ��
�

��
。

再

从试材品种看
，
����

一
�较克折 �号结薯 偏

大
，

整齐度更高
。

与此相比
，

播种微型薯的

植株长势强
，

结薯较多
，

薯块较大 � 但薯块

整齐度较低
。

克新 �号和 ��花
一
�两组试材

平均
，

株高 �
�

�厘米
，

单株结薯 �
�

�个
，

单

薯重�
�

�克 � 生产单薯重 ���克的微型薯个

数占总数的了�
�

��
，

其中个数比例最大的是

���克重的微型薯
，

占总数的��
�

��
。

从试

验结果可以看出
，
长势强者有单薯重增大而

整齐度降低的趋势
。

�二�微型薯在原种生产上的应用试验

�
�

微型薯在高山原种田直接试验结果

�表 �� 表明
，

�种规格的微型薯的 出 苗

率均为 ����
，

长势好
，
无病毒 病 株

，

严

量较高 �
‘

并且各规格间的产量差异不呈规律

性
。

即除单薯重大于 �克这一规格 的 产 量

�����公斤�亩� 略低于大薯 切 块 �����

公斤�亩� 外
，

其余小于或大于这一规格的

产量 �� ��������公斤�亩� 都比大薯切块

产量高出很多
。

再从大
、

中薯比例来看
，

除

单薯重大于 �克这一规格略低外
，

其余规格

均在���以上
，

与大薯切块的差异不大
。

这

样的大
、

中薯比例
，

对于克新遥号品种 宋说是

正常的 � 作为原种来说 也是合乎耍求的
。

�
�

微型薯在高山原种旧育苗移栽试验

结果 �表 ��表明
，

单薯重小于 �克的微型

薯经温室育苗
，

再移栽到高山原种田
，

成活

率高
，

产量高
，

种薯大小合格率高 � 并且同

假植瓶苗和剪枝扦插苗一样
，

田间未发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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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定 植

处 理
�月�日�

微型著育 苗 ���

假植瓶 苗 ���

剪枝扦插苗 ��’�

徽型薯在高山原种 田育苗移栽试验结果

成活率 定植至收获 单株结薯

试 材
���

病毒病株率

��� �天� �个��克�

折亩产

�公
，
于�

产著重量 比例 ���

��克以上 小 于��克

脱毒克新 �号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毒病株
。

但比假植瓶苗的田间成活率高��
�

单株结薯 多 ���克
，

增产 ��
�

�� � 比剪枝扦

插苗的田间成活率高 ���
，

单株结薯多 ��

克
，

增产��
�

��
。

显然
，
单薯重小于 �克的

微型薯育苗移栽的应用效果更好 � 其亩产达

����公斤
，

与男伎扦插苗和假植瓶苗灼亩产

相差近 ��� 公斤
。

结 论 与 讨 论

�
�

利用温室的保护栽培条件
，
在春

、

秋两季结合马铃薯脱毒茎尖首扩大繁殖
，

采

取瓶苗假植移栽或剪枝扦插方法 生 产 微 型

薯
，

或者播种已有的微型薯来生产微型薯
，

这是马铃薯脱毒原原种主产的折途径
。

和网

室相比
，

具有人为可控程度高的优越性
�
将

为迸一步完善店房措施和实现
“
工厂化

”
生

产创造条斗
。

�
�

马铃薯脱毒原原神微型 比生产的关

键是控制植袜个体生长 � 而控制植株个体生

长的
一

首要条件是种苗基础和营养水平
。

在相

同的低营养砂床高密度栽培条件下
，

生产微

型薯的整齐度高低
，
主要取决于种苗基础

。

在瓶苗假植或使用微型薯育苗基础上剪枝扦

插
，
生产微型薯周期短

、

薯块整齐度高
。

即

生产单薯重 �、 �克微型薯个数比例平均 达

��
�

�、 ��
�

�叱
，

最高达 �的�
。

�
�

微型薯应用于高山 �海拔 ���米�

原种田的一季作原种生产是切实可行的
。

单

薯重在 �克以上的微型薯分不同规格进行直

播
，

其产量接近或超过大薯切块直播产量
�

单薯重小子 �克的微型薯育苗移栽产量略高

于大规格微型薯直播产量
。

但根据温室砂床

播种单薯重小于 �克的微型薯再生产微型薯

的效果
，
并考虑其利用价值

，

将单薯重小于

�克的微型薯作为脱毒原原种微型化生产的

基础种菌使用更合适
。

�
�

微型薯继代繁殖
，
即由微型薯再生

产微型薯
，
比脱毒苗继代繁殖

，
即瓶苗切段

繁殖的生产条件和操作简单
，
保管和使用

一

也

方便
。

但是在生产操作过程中
�

病毒及其他

病害再侵染机会和程度如何
，
怎样杜绝病毒

及其他病害再侵染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如果

此问题解决
，
微型薯将可作为基础种苗而取

代瓶苗
、
这样就会大大减少瓶苗生产量

，

降

低脱毒种苗成本和加速脱毒种薯生产
。

���������� �� �����
一

���� ����������� ���
‘

���工�

��� 工� 犷涯����� �巳�� ������ ����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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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发病
，
没有内吸作用

。

另外
，

喷药后怕雨

水冲刷
，
喷后遇雨便失掉保护作用

。

喷波尔多

液费工多
，

要求把药喷到叶子正面和背面
。

应用此药防治晚疫病
，
必须建立病圃进行预

测预报
，

及时发现中心病株指导防治
，

这样

做费工麻烦
。

此药在本年试验中表现田间防

效较好
，

但对块茎在预贮期间腐烂率的防治

无明显效果
。

克霉灵是一种有机磷杀菌剂
，

具有双向

�向顶性和向基性� 内吸传导作用
。

它对黄

瓜霜霉病防治有良好效果
，

但对马铃薯晚疫

病防治效果很差
。

瑞毒霉价格昂贵
，

本着省药
、

省工
、

省

钱
，

基本控制晚疫病的危害
，

达到增产增收

的实用目的
，

试验中只设计喷两次药
，

控制

植株晚疫病发病程度为 �级
，

还没达到零级

程度
。

如果增加喷药次数
，

防效可能增加
，

但人工费和药费就会随之增加
，

这样做对于

马铃薯产值低的作物是不适宜的
，

会出现得

失相当或得不偿失的结果
。

今年我省晚疫病发生较晚
，
一般在 �月

�����日
，

本试验是在 �月
，�日

一

才发现中心

病株
。

如果在雨水多的年份
，

晚疫病在 �月

中下旬发生
，

那么
，
瑞毒霉的防治效果会更

佳
。

今年秋天霜冻出现早 ��月 �� 日�
，

如

果象常年 �月�� 日出现早霜
，

喷瑞毒霉的小

区产量还会提高
。

四
、

小 结

在马铃薯晚疫病发生的年份
，

对不抗病

的品种
，
采用���可湿性粉剂的瑞毒霉喷洒

�� 。倍液 �次
，
能获得增加产量

、

改善 块 茎

品质和增加收入的效益
。

此项技术可在我省

马铃薯留种田 �春播和夏播�
、

生 产 田
、

原

始材料保存圃
、

育种的杂交圃和网室内脱毒

试管苗栽培中广泛试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