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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脱毒种苗 ( 薯) 大棚双季快速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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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迷你甘薯心香、菜用甘薯薯绿 1 号脱毒种苗进行大棚春、秋 2 季繁殖技术研究，形成一整套繁
殖技术，当年可培育大量健康种苗、种薯，既满足生产需求，又保障甘薯产业高效、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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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是浙江省主要旱地经济作物，年种植面积
在 6. 7 万 hm2左右［1-2］。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需
求的多样化和旅游休闲农业、互联网 +农业的快速
发展，甘薯的品种和种植方式也不断更新，迷你甘
薯和菜用甘薯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和消费者
的喜爱［3-7］。浙江省迷你甘薯的主栽品种为心香，
双季种植产值高达 15 万元·hm －2，效益约 9 万元·
hm －2，2017 年种植面积为 1. 1 万 hm2，2016 年被
浙江省种子协会评为浙江省 “十二五”十大好品
种之一［8-10］; 菜用甘薯主栽品种为薯绿 1 号，2017
年种植面积为 593 hm2［11-12］。浙江省甘薯产业在种
植效益高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大的环境下，目前已形
成了临安、衢州十里丰 2 个鲜食甘薯产业集聚区和
金华婺城菜用甘薯产业集聚区。

甘薯为无性繁殖作物，一经感染病毒便会在薯
块内存活并逐渐积累，引起种性退化，品质下降，
可减产 20% ～ 50%，严重的导致绝收［13-14］。浙江
省甘薯产业由于长期多年双季连作及自留种薯栽培
技术，病毒在种薯内不断累积，生产上出现了品质
和产量严重下降的现象，调查表明杭州市临安区甘
薯生产面临的茎腐病和衢州市甘薯产业的小象甲虫
害，与种薯质量有直接的关系。但就目前科技发展
现状而言，还没有一种合适的化学药物能抑制甘薯
体内病毒生长或消灭病毒，因而寻求一种合适技
术，进行甘薯病毒脱除显得尤为重要［15］。茎尖分
生组织培养结合病毒学培育脱毒甘薯苗技术是目前
防治甘薯病毒病、提高甘薯产量和品质的最有效的
途径，这一项生产培育甘薯种薯种苗技术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16-19］。但浙江省甘薯脱毒种薯种苗的培

育和应用才刚刚起步，针对浙江省的气候特点和现
有设施条件，我们在完善主栽品种健康种薯、种苗
标准化繁殖技术的基础上，增加新理念，建立了一
套生产上实用且经济实惠的大棚春秋 2 季快速繁殖
生产技术体系。

1 甘薯脱毒苗培养

4 月上旬于晴朗天气，在大棚中选取心香、薯
绿 1 号健壮顶芽苗数株，自来水冲洗 30 min，在无
菌操作台上切下 1 cm 左右的顶芽，用 5%次氯酸
钠表面消毒，无菌水反复冲洗顶芽后，用无菌滤纸
吸干表面水分，在解剖镜下剥取带 1 个叶原基的茎
尖 ( 0. 2 ～ 0. 4 cm ) ，迅速接入茎尖脱毒培养基。
置于温度 25 ～ 26 ℃，光照强度 1 500 ～ 2 000 lx，
光照时间 12 h·d －1的培养条件下培养 5 ～ 6 周，当
可以观察到明显生长的幼苗时，将幼苗转入无生长
调节剂的培养基中，小苗继续生长并形成根系，
3 ～4 周即能发育成 5 ～ 8 张叶片的小植株，将其按
单节切段继续扩繁，扩繁至 100 ～ 150 株后，随机
抽取 3 ～ 4 个样本，每个样本 10 ～ 15 株，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检测病毒 ( ELISA) ，表现阴性者即为
脱毒苗。

2 脱毒苗实验室快繁技术

选取带 7 张以上叶片的脱毒苗，在无菌条件下
切成 1 ～ 2 节的茎段，移入 MS 基本培养基繁殖
( 培养条件同上) ，经过 40 d 培养后，达到 5 张以
上叶片为成株苗。脱毒苗在培养室内可实现周年繁
殖，不同品种的繁殖方法略有差异。心香的脱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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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繁每瓶栽种 1 株的成株率达到 100%，栽种 2 株
以上的成株率下降; 薯绿 1 号脱毒苗快繁每瓶栽种
3 株的成株率能达到 100%。可见，为了获得最佳
的繁殖效果，不同品种之间试管苗的繁殖方法略有
些差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根据品种的生长特
性来操作，以期获得最佳的效果。

3 脱毒苗春、秋 2 季大棚快速繁殖技术

3. 1 脱毒苗移栽技术
3. 1. 1 移栽气候条件

试管苗的生产成本较高，薯苗又娇嫩，提高试
管苗的移栽成活率是整个脱毒苗生产的关键技术。
试管苗的培养温度是 25 ～ 26 ℃，培养过程的光、
温、湿度条件稳定，脱毒苗十分脆弱，外界环境条
件与培养条件 ( 主要是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
越接近，移栽成活率越高。由于大棚温度可控性较
弱，因此温度成为大棚脱毒苗移栽的重要条件。浙
江省气温在 20 ～ 28 ℃的时间，一年中出现在春季
4 月底左右和秋季 9 月上旬左右，可持续 2 ～ 3 周
时间，此段时期也正是移栽甘薯脱毒苗的最佳时
间。经测试，这个时期移栽甘薯脱毒苗的成活率最
高，一般都能达到 95%以上，而夏季 7—8 月高温
季节和冬季 10 月下旬至翌年 3 月低温季节，试管
苗的培养温度与外界环境温度相差太大，试管苗移
栽成活率十分低，甚至几乎不能移栽成活。
3. 1. 2 营养钵中移栽

当脱毒苗成长到 7 张以上叶片时，就可移栽到
防虫网大棚繁殖。在移栽试管苗前，要密切关注天
气预报，查询 15 d 内的气温变化情况，当气温稳
定在 20 ～ 30 ℃时，可准备移栽。移栽前将成苗脱
毒苗置于室温下炼苗 5 ～ 7 d，取出脱毒苗，冲洗掉
根部琼脂后，移栽到泥炭土∶ 蛭石 = 1∶ 1 ( v /v) 的
基质中，移栽后及时浇水，加盖遮阳网保护幼苗，
防止太阳光灼伤，喷雾保湿，经 2 ～ 3 d 后，去掉
遮阳网，增加光照。
3. 2 脱毒种苗 ( 薯) 大棚快繁技术
3. 2. 1 防虫网大棚定植

脱毒苗在营养钵中经过 1 周假植后，幼苗就
可长出新根，发出新叶，成活后的脱毒苗，再栽
种到防虫网大棚内，按株距 20 cm，行距 30 cm
的密度定植。定植后每天观察棚里温度和苗床水
分，检查幼苗生长情况。幼苗经过 20 d 左右的生
长后，植株长到 10 张叶片以上，摘除顶芽，促
进分枝生长。

3. 2. 2 春季移栽繁殖种苗和种薯
春季 4 月中、下旬—5 月上旬的气温适合移栽

试管苗，随着 5 月下旬气温不断升高，大棚内的
肥、水、温度三因素都得到充分保证，定植在防虫
网大棚内脱毒苗快速生长，直到 7 月初开始剪大棚
苗栽种到大田繁殖种薯，到 8 月 10 日栽种结束，1
株脱毒苗可以繁殖出 1 000 株以上的种苗，以每株
种苗的产量 500 g 计算，1 株脱毒苗当年可以生产
出 500 kg以上的原种薯。
3. 2. 3 秋季移栽繁殖原原种及种苗大棚越冬

浙江省 9 月上旬气温是移栽甘薯试管苗的最佳
气候，4 月下旬—5 月上旬移栽一批后，6—8 月在
培养室快速繁殖试管苗，同时做好大棚消毒。9 月
初试管苗假植，中旬种苗栽种到大棚，10 月上旬
封垄，以苗繁苗继续栽种到大棚繁殖，一直栽种到
10 月底。随着 11 月气温不断降低，此时要控制大
棚的温、湿度，注意经常通风练苗，防止薯苗徒
长。到 12 月下旬，可收获原原种，心香一株苗可
以收获 2 ～ 3 个薯块，每株产量在 100 g 左右，原
原种的产量可达到 6 t·hm －2。原原种经过高温催
芽或直接在大棚育苗，到第 2 年 3 月下旬可剪苗继
续繁殖做生产用苗。另外，也可以不收获原原种，
而是做好地上部脱毒苗的保温越冬，当气温降到
5 ℃以下时，在薯苗上再加个小拱棚，能保证脱毒
苗不受冻害，达到秋季脱毒苗在大棚内安全越冬，
当来年 2 月气温回升时，大棚里的脱毒苗随着温度
的升高快速生长，3—6 月可以生产出足够数量的
种苗供繁殖种薯。
3. 3 大棚生产脱毒苗管理技术
3. 3. 1 生长性状的观测

脱毒苗定植封垄后，观测其生长性状，如株
型、叶片、顶芽是否具有本品种的特征。如果发现
异常，立即拔除，确保品种的纯度和品种的特征特
性。例如，2017 年秋季移栽一批心香脱毒苗，发
现其中有 2 株藤蔓较细长，与品种特征略有差异，
采取马上拔除处理。由于脱毒苗的繁殖倍数高，异
常植株的放大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3. 3. 2 防虫网大棚中病害的防治技术

大棚中病害管理主要是做好大棚内消毒，8 月
上旬春季种苗栽种结束，大棚有 1 个月的空闲时
间，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季节，也是大棚闷棚消毒的
最好季节。闷棚的方法是在大棚里灌上水，盖上地
膜，盖好棚膜，关好门，密闭 1 个月。大棚病害主
要有黑斑病，喷淋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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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倍药液或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300 ～
500 倍药液 1 ～ 2 次，间隔时间为 10 ～ 14 d。

4 小结
传统的脱毒苗三级繁种体系利用组培室生产原

原种，原原种在隔离条件下生产原种和利用原种再
繁殖生产用种，3 年才可以在生产上利用。本技术
通过当年生产甘薯原原种，第 2 年利用大棚双季快
速高效体系生产脱毒种苗，不但缩短了甘薯脱毒苗
繁种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提高了种薯的质
量。浙江省甘薯脱毒苗可以利用春季移栽防虫网大
棚繁殖，5—7 月以苗繁苗，种苗繁殖系数成千倍
增加，7—8 月中旬前剪苗栽种大田繁殖种薯，能
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原种; 秋季再次移栽脱毒苗繁殖
原原种和大棚内以苗繁苗、种苗越冬，来年春天大
棚内种苗快速生长，以苗繁苗及秋季原原种繁苗，
7—8 月能繁殖上万倍的健康种苗。目前防虫网大
棚已经普及，通过春秋 2 季移栽脱毒苗，不仅增加
繁殖系数，试管苗从培养室分 2 期移栽，还能充分
利用培养室的空间，提高培养室的生产效率。此
外，根据生产情况，及时调整繁殖数量，降低生产
成本。2016 年据临安市农业局植保站试验，第 1
期是 7 月 23 日栽种，10 月 25 日田间调查，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提供的心香
脱毒种苗的茎腐病发病率为 15. 9%，自留种苗的
发病率 55. 5%，发病率下降 39. 6 个百分点，鲜薯
产量增加 1 倍多; 第 2 期是 9 月 7 日栽种，11 月 7
日调查，脱毒苗的茎腐病发病率为 2. 87%，自留种
苗的发病率 8. 92%，发病率下降 6. 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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