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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组培苗移栽管理技术
何宪江 万新屏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摘 要：草莓组培苗来源于优质草莓母本园采集的优质、无病虫害、抗逆性强的匍匐茎茎尖，经过初代培养、继代培
养和生根培养，再进行炼苗移栽。阐述了草莓组培苗炼苗移栽的一系列栽培管理技术，包括炼苗、选苗，基质的处理，栽
植技术要点，移栽后的肥水、病虫害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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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产中草莓用苗大部分来源于组培苗。通过组培苗
移栽获得原种，原种进一步通过匍匐茎繁殖获得一级种苗，
一级种苗再通过匍匐茎繁殖获得生产用苗，因此，组培苗的
移栽管理技术相当关键，不仅直接影响组培苗的移栽成活
率，还关系到一级种苗和生产用种苗的质量。
1 组培草莓苗的移栽
1.1 选苗

先将瓶盖拧开，每瓶苗里加入适量的无菌水，其目的是
让培养基较快地脱离苗根部，用 1个盆装有少量水用于洗
苗，用拇指和食指把草莓苗全部轻轻取出，抖去草莓苗根部
培养基，在水里洗去苗根部的残余培养基，将苗按大小级别
分成大、中、小 3个等次放在盘里。选苗时，及时写上标签，避
免混淆品种；同时不要伤到草莓苗的心和根，尤其是小苗。
1.2 培养土配制、消毒、堆呕

提前 3个月购买优质草莓专用腐质土，腐殖土和珍珠岩
按 7∶3配好；用稀释 500倍甲醛液和土壤敌克松同量混合
搅拌均匀，用洒水壶少量多次喷洒腐殖土湿润，以手捏土能
紧，放开土能松开为适合；把拌好的腐殖土团拢，用薄膜盖严
实，堆呕 3个月后，待土里完全没有甲醛味方可栽植。
1.3 培养土上盘铺土

在移动苗床上铺好需要营养盘，把堆呕好的腐殖土装
盘，拍紧。提前 1d用清水将盘土浇透，再用敌克松消毒剂 500
倍液均匀喷洒盘土。
1.4 移栽草莓苗

把草莓苗按大、中、小三等次，用 500 倍液多菌灵消毒
剂，浸泡 30mim即可移栽。用小木棍在营养盘土上打孔，孔深
2cm，右手拿棍，左手拿苗，用小棍把苗的根部放到孔里，轻压
基质。浇透定根水，写上标签，苗床起拱，盖上薄膜，四周压严
实。栽苗时注意：深不埋苗心，浅不露苗根。
2 组培草莓苗的管理技术
2.1 根据天气观察苗情

一般移栽草莓苗是在每年 11 月中旬开始，移栽后 7～
10d无特殊情况可以不管。10 月后将苗床两头敞开，若遇阴
雨天，小棚里湿度高，需敞膜凉干水气，避免湿度过大导致苗
生霉；若天气晴朗温度高，适当喷水保湿。
2.2 肥水管理

苗期每周施 1次营养液，连施 3周。喷施营养液能增加
盘土养分，促进小苗快速生长。施肥时间为 16∶00～17∶00，

晴天最好，下雨天不施肥。草莓苗移栽 1个月后，小苗慢慢长
起来，仅喷施营养液已不能满足小苗快速生长需要，需每周
增施氮、磷、钾肥。施用时间一般在天气晴好的 15∶00～16∶
00，在床土干的情况下用喷雾磷酸二氢钾和尿素 1000倍液，
连续喷 3周次。草莓苗移栽 2个月后，小苗逐渐长大，少量施
肥已不能满足其生长，必须每周浇施 1次氮、磷、钾肥。于晴
天 15∶00～16∶00，喷施磷酸二氢钾和尿素 1000倍液，浇透
盘土。
2.3 草莓苗拼盘

草莓苗长到 2个月后，同一品种草莓苗，由于移栽时就
分了大、中、小苗，因此生长进度不一样，甚至同一盘的草莓
苗长势也不完全一样。为了方便统一管理，需要把同一品种
草莓苗按照大、中、小重新组合移栽。移栽时压实根部基质，
注意不要伤根，拼盘后浇透定根水。
2.4 温湿度管理

每年的 11 月中下旬气温下降至 10℃，大棚采取四周保
温措施，当气温下降至 0℃时，采用地热线加温，提高大棚内
温度，保证草莓苗正常生长。具体做法是，在苗床上铺设电热
丝，开电 2h，休息 1h，间断工作；当大棚内气温低，空气湿度
大时，敞开大棚两边卷膜，散去棚内雾气。同时在棚内工作行
间烧明火，提高棚内温度，减少草莓苗发病。
2.5 病虫害防治

草莓常见病虫害主要有灰霉病、根腐病、白粉病、炭疽
病、红蜘蛛、蚜虫、蓟马、菜青虫、斜纹夜蛾等[1]。主要以预防为
主，采取农业、物理、生态、生物等措施综合防治。草莓组培苗
从移栽到商品苗的整个生长周期中，都有病虫害发生。移栽
前期，由于草莓苗小，天气寒冷，气温低，棚内湿度大，易发灰
霉病。一旦发病，尽快把生霉的病株或病叶去掉。在 16∶00～
17∶00 天气干燥时喷 1 次多菌灵、甲基托布津或退菌特
1000倍液，每周交替施用；中后期，多连绵阴雨天气，棚内湿
度大，草莓苗叶背面有少量白粉病发生，用代森锌防治 1～2
次即可控制。虫害主要为蚜虫和红蜘蛛的若虫，在草莓苗生
长后期在叶片背面有零星发生，一旦发现，用防螨类药克螨
特或吡虫灵 1000倍液防治 1～2次可以控制。

草莓苗生长到 5～10cm高度时，即翌年 3月中旬即可移
栽大田，第 1年繁殖一级种苗，第 2年繁殖生产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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