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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优质食用型甘薯品种

‘

烟薯 ２５
’

为材料
，
在室 内和 田间条件下

，进行不 同茎尖剥离方式对比试验 、

茎尖成苗对比试验 、病毒检测试验 、试管苗快繁试验以及产量对 比试验 ， 研究甘薯高效脱毒的最佳方式 。 结果表

明 ：采用
“
一

刀切
”

的茎尖剥离技术平均茎尖成活率和成苗率比常规的层层剥离技术分别高 ２ １ ９ ． ２％ 和 ４２９ ． ７％ ，

茎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厘３ ＋ ０ ． ０８１＾几 １８４ ＋ ０ ． ０６ １＾几 ６
－ ８４

；经病毒检测 ，采用
“
一

刀切
”

技术病毒脱除

率为 ５０％
， 而常规技术为 ２５％ 

；
通过 ６ 种不 同快繁培养基配方的试验发现 ，

ＭＳ＋ ０ ．
０４ｍｇ／ＬＩ ＢＡ＋ ０ ．

０５ｍｇ／ＬＧＡ

为最理想的快繁培养基 ； 经 田间产量对比分析 ，
脱毒苗鲜薯产量比不脱毒苗平均增产 １ ９ ． ９％ 、薯干增产 １９ ． ６％，

单株结薯数增加 〇 ．
６块 ，大中薯率提高 ３ ．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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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薯 中已鉴定出 ２〇 余种病毒和类病毒 ，它们能造成甘薯产量 、 品质逐年下降
［
“ ２

］

。 病毒在甘薯中

依赖胞间连丝和营养物质流两种途径传播 ，茎尖是病毒不能到达和存活 的组织
［ ３４ ］

， 因此 ，茎尖脱毒是解

决甘薯病毒病的主要措施
［
５

］

。 当前的茎尖剥离技术是将无菌材料放于解剖镜下 ，逐层剥离到带 １

一２ 个

叶原基为止 ，然后切取 〇 ． ２
－

０ ． ４ ｒｒｎｎ 的茎尖
［
５Ｗ ］

， 为防止剥离 出 的茎尖变干 ，应选择荧光灯或玻璃纤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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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好 ， 同时在材料下要垫
一块湿润的无菌滤纸

［

ｕ
］

。 由 于甘薯茎尖剥离是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 ，
无菌风持

续在吹 ，
虽然下面垫湿润滤纸 ，但由 于操作时间长 ，很容易造成茎尖干燥 ，致使成活率下降 。 针对这种情

况 ，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择通过国家鉴定的优质食用型甘薯品种
‘

烟薯 ２５ 

’

作为试验材料 ，探讨创新

甘薯茎尖的快速剥离方法 ，
以期达到脱毒效果好 、剥离速度快 、成活率高的 目的 。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 １ 试验材料

以通过国家鉴定的优质食用型甘薯品种
‘

烟薯 ２５ 

’

作为试验材料 。

１ ． ２ 试验方法

１
．
２

．
１ 茎尖分生组织植株再生

１
． ２ ．

１
．
１ 外植体处理 选择完好 、无病害 、未经脱毒的

‘

烟薯 ２５
’

薯块在培养箱中 萌发薯苗
，
等薯苗长至

１ ８ｃｍ 左右 ，剪取 １ｃｍ 左右顶芽 ，用 ０
． １％ 的多菌灵消毒 ８ｍ ｉｎ

，清水冲洗 １ ０ｍｉｎ 左右 ，然后用滤纸吸干表

面水分 ，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 ７０％ 乙醇浸泡 １０Ｓ
，
无菌水冲洗后 ，再用 ０ ．

１ ％ＨｇＣｌ
２ 消毒 １０ｍｉｎ

，无菌水冲

洗 ５ 次后待用
［
５

＇
１ ． ２

． １ ． ２ 茎尖剥离 将消毒好的
‘

烟薯 ２５
’

顶芽利用解剖镜于无菌环境下切取 ０ ．
２－０ ．

４ ｎｍ ｉ 微茎尖 ，

试验采用两种方法 ：

一是采用常规的层层剥 离方法 （ 以 下标注为 ａ
） ，茎尖带 １

一２ 个叶原基
；

二是剥离

到还剩 ５
－

６ 层时 ，采用
“
一

刀切
”

的快速剥离技术 ， 即
一 刀切下 ，然后用解剖针分离的快速剥离技术

（ 以下标注为 ｂ
） 。

１ ． ２
．
１ ． ３ 茎尖诱导培养基激素配方设计 设计 ３ 种诱导培养基配方 。 处理 １

：ＭＳ＋ ０ ．
１ｍｇ／Ｌ ＩＡＡ＋

０ ？１ｍｇ／Ｌ６
－ＢＡ

，诱导
２〇ｄ后转至ＭＳ

培养基上 ；处理２
： 
ＭＳ＋０ ？

０８ｍｇ／ＬＩＢＡ＋０ ？０６ｍｇ／Ｌ６－ＢＡ
，诱导

２０ｄ

后转至 ＭＳ 培养基上 ；处理 ３
： 
ＭＳ＋ ０ ．

１ｍｇ／ＬＩＢＡ＋ ０ ． ０７ｍｇ／Ｌ６ －ＢＡ
，
诱导 ２０ｄ 后转至 ＭＳ 培养基上 。

１ ． ２
．
Ｌ ４ 茎尖诱导培养条件 光照 １ ４ｈ ／ｄ

，光强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ｋ

，温度 ２５
—

２８Ｔ
，
１００ｍＬ 三角瓶 ，每瓶

装人培养基 ２５ｍＬ
，
接种 １ 个茎尖 ，塑料薄膜封 口

。 每处理接种 １ 〇 瓶 ，

２ 次重复 。

１ ． ２
． ２

‘

烟薯 ２５
’

脱毒苗 的驯化与病毒检测

将经诱导及培养获得的
‘

烟薯 ２５
’

茎尖苗培养 ３０
—

５０ｄ
，待苗长到 ８

—

１０ｃｍ 时
，进行单或双莲节段繁

殖 ，

一

般每株切取 ４
一

５ 段 ，转人 ＭＳ 培养基或改 良的 ＭＳ 培养基上培养 ，

３０ｄ 左右每个茎尖苗即可形成多

个植株
，
待多个植株长到 ７ｃｍ 以上时 ，选取其中

一

部分进行驯化 ，
将瓶苗移至大棚内 消毒过的通气性较

好的地块内 ，用塑料进行拱形覆盖 ，
５－６ｄ 后逐步打开塑料 ，在大棚的 自 然温光条件下驯化 ，驯化成功后

即可嫁接指示植物进行病毒检测 ，本研究选用的指示植物为 巴西牵牛
［ １ ２ ］

 ＾ 嫁接方法 ：将待检测的甘薯茎

端嫁接到长有 ３
－＾ 片叶的 巴西牵牛幼苗侧干上 ，

套上塑料袋 ５ｄ 后 ，解袋 ，
１０— １ ５ｄ 病毒就会在巴西牵牛

体内繁殖积累 ，如果 巴西牵牛嫁接后新生叶出现黄化 、明脉 、褪绿斑点 、沿脉变色等症状
［

１Ｗ４
］

，则说明该株

系带病毒 ，
无症状说明该株系不携带病毒 。 鉴定结果中若

一

个茎尖苗 系 中有一株带有病毒 ，则需淘汰整

个茎尖苗系 ，鉴定无病毒的茎尖苗可 以进行扩繁 。

１ ． ２ ． ３ 脱毒试管苗 的组培快繁

１
． ２ ． ３ ．

１ 植物材料 以经过病毒检测确 定无毒的
４

烟薯 ２５
’

试管苗为 材料
，
进行单或双茎节段繁

殖
［ １ ５４ ６］

。 培养基采用三角瓶 （
１００ｍＬ ）分装 ，每瓶装 ２５ｍＬ 培养基 ，接种 ３ 个茎节 。 培养 １ ５ｄ 后 ，观察植

株长势 （强 ： 平均株高 ＞ ５ｃｍ
、茎粗 ＞ ０ ？３ｃｍ

， 中 ： 平均株高 ３ 

—

５ｃｍ 、 茎粗 ０ ．２
—

０ ？３ｃｍ
， 弱 ： 平均株

高 ＜ ３ｃｍ 、茎粗 ＜ ０ ． ２ｃｍ
） 、根系发育 （好 ：平均根系长 ＞ ６ｃｍ 、粗 ＞ ０ ． ０ ８ｃｍ

， 中 ：平均根系长 ４—６ｃｍ 、粗
０

． ０６
—０ ． ０８ｃｍ

，差 ：平均根系长 ＜ ４ｃｍ
、粗 ＜ ０ ． ０６ｃｍ ） ，并测定成活率 、节间长度 、茎粗 、茎高 。

１
．
２ ． ３ ．

２ 培养基处理 设 ６ 个固体培养基处理 。 ｐｙｊ
ｌ

：

ＭＳ 不加激素 ； ｐｙｊ
２

：

ＭＳ ＋ ０
． ０４ｍｇ／Ｌ ＩＢＡ

； Ｐｙｊ３ ：

ＭＳ＋０ ＿
０４ｍｇ／ＬＩＢＡ＋０

． ０５ｍｇ／ＬＧＡ
；ｐｙｊ

４
：

１ ／２ＭＳ不加激素 ； ｐｙｊ
５

：

１
／２ＭＳ＋ ０

？０４ｍｇ／ＬＩＢＡ
；ｐｙｊ

６
：

１
／２ＭＳ＋

０ ． ０４ｍｇ／ＬＩＢＡ＋ ０ ． ０５ｍｇ／ＬＧＡ。

１
．
２ ． ３ ． ３ 培养条件 每处理接种 １ ０ 瓶 ，

３ 次重复 ，在 ２５ 弋左右 、光强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ｌｘ 、
１ ４ ｈ ／ｄ 光照条件

下培养
［

１ ７
］

。

１ ． ２
．
４

‘

烟薯 ２５
’

脱毒苗的增产效果

试验设脱毒与非脱毒两个处理 ，脱毒苗选用经病毒检测无病毒 的快繁原种苗 ，非脱毒苗选择非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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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薯萌发的薯苗 ，试验地点在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 号试验地 ，采取随机区组排列 ，

３ 次重复 ，小区 ５ 行

区
，行长 ３ｍ

，行距 ０ ． ８ｍ
，
面积 丨 ２ｍ

２

，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１ ２ 日栽插 ， 栽植密度 ６２４３０ 株 ／ｈｍ

２

；

１ ０ 月 １ ３ 日 收

获
，
大田 生长期 １ ５３ （

１ 。 每小区测 中间 ３ 行鲜薯产量 ，

３ 次重复平均数据作为最终产量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 １

‘

麟 ２５ 号
’

额分趙织麵駐研究

两种茎尖剥离方式 ３ 种诱导培养基共计 ６ 个处理 （ 其 Ｙ
处理分删 ３＋１

、
３ ＋ ２

、
３ ＋ ３ 上 ＋ １ 上 ＋ ２ 上 ＋ ３ 表示 ） ，接种 ｜＾＾＾＾＾

＾
＾

Ｉ
７－ １ ０ｄ 后 ，成活 的 茎尖 开始形成愈細织 ， 茎 尖幵始 ＇变

绿 。 接种 １
〇－ ｉ ｓｄ后 ， 愈伤组织继续膨大 ， 芽开始转绿并 ｖ

萌动生长 。
２０ｄ 后 ， 成活的莲尖转移到无激細 ＭＳ 培养

基上 ，继续培养 ３０４０ｄ
，此时各处理的茎尖成苗率有 差

ｆｍ

＿图 １传统的层层茎尖剥离方法

异 ，采用
“
一刀切

”

的茎尖剥离技术平均茎尖成活率和成苗Ｆ ｉｇ
． １Ｔｈｅ ｔ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ｐ
ｅｅ

ｌ ｉ
ｎ
ｇｍ

ｅ ｔｈ ｏｄ ｏｆｓｔｅｍｔ
ｉ
ｐ

率分别为 ５３ ． ３％ 和 ３３ ． ３％
， 比常规的层层剥离技术 （平均

ｗ
ｉ
ｔｈｌ

ａ＃ｂｙｌａ＃

茎尖成活率和成苗率分别为 １ ６ ．７％ 和 ６ ． ７％ ）分别提高 ２ 】 ９ ． ２％和 ４２９ ． ７％ 。

“
一

刀 切
”

的茎尖剥离技术 ３

种培养基的处理中 ， 以 Ｍ Ｓ ＋ ０ ． ０８ｍｇ／Ｌ 丨Ｂ Ａ ＋ ０ ． ０６ｍ
ｇ
／Ｌ ６ － ＢＡ 茎尖诱导效果最好 ，茎尖成活率为 ６０ ． ０％

，

成苗率为 ４０ ． ０％ ，

“
一

刀切
”

的茎尖剥离技术 ３ 种处理的茎尖成活率显著高于常规技术 。 说明采用
“
一

刀

切
”

的茎尖剥离技术 ，
配合 Ｍ Ｓ ＋ ０ ． ０ ８ｍｇ／ 丨 」

１ ＢＡ ＋ ０ ． ０６ｍｇ／Ｌ６ －Ｂ Ａ 的诱导培养基配方是
‘

烟薯 ２５
’

茎尖诱

导培养的最佳方法 （ 表 １
、图 １

、图 ２
） 。

表 １ 不 同剥离技术与外源激 素对
‘

烟薯 ２５
’

茎尖分生组织培养的影响

Ｔａｂ ｌｅ１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ｄｉ ｆＴ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ｉ
ｐ ｐ

ｉｎ
ｇ 

ｔｅ ｃｈ ｎｏ ｌｏ
ｇｙ

ａｎｄｅｘｏ
ｇ
ｅ ｎｏｕｓｈ ｏｒｍ ｏｎｅｓｏｎｔｈ ｅｓｔｅｍｔ ｉ

ｐ
ｍ ｅｒｉ ｓｔ ｅｍ 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ｏｆ

１

Ｙａｎ ｓｈ ｕ２５
＇

ｉ＃ｍｉｉ

￣￣

显著性差异
￣

ｉｉ成苗率显著性差异
￣̄

茎尖数茎尖数成活率 ／％５％


１ ％成活数／％


５％


１％

ａ 
＋ｌ２０４２０ ． ０ｂＢＣ２１ ０ ． ０ａＡ

ａ ＋ ２ ２０４２０ ． ０ｈＢＣ２１ ０ ． ０ａｂＡ

ａ ＋ ３２０２１ ０ ． ０ｂＣ １５ ． ０ａｂＡ

ｂ ＋ １２０１ ０５０ ． ０ａＡ Ｂ６３０ ． ０ｂＡ

ｂ ＋ ２２０１ ２６０ ． ０ａＡ８４０． ０ｂＡ

ｂ ＋ ３


２０


１ ０


５０ ０


ａ


Ａ Ｂ


６


３０ ０


ｂ


Ａ

『１／

一 刀石 后 ，经两 次分
｜

Ｉｐ
图 ２

“
一

刀切
”

的茎尖剥离技 术

Ｆ ｉｇ
．２

１


Ｏｎ ｅｓｉｚｅ  ｆｉｔ ｓａ ｌ ｌ

＇

ｓ ｔｒ
ｉｐｐ

ｉｎ
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ｏｆ
ｓｔｅｍｔ ｉｐ

２ ． ２
‘

烟薯 ２５

’

脱毒苗的驯化与病毒检测

将经诱导及培养获得的 ２５ 个
‘

烟薯 ２５ 

’

茎尖苗进行扩繁 、
驯化成功后 ，

用指示植物巴西牵牛进行嫁接

病毒检测 ，每株系嫁接
５
株 ，

最终确定 了ａ＋２ －２
、 ｈ＋１ 

－

３上
＋ １

－

５
、
ｂ＋２ －

１
、
ｂ＋ ２ －

３
、 ｂ＋２

－

５
、
ｂ＋２ －７

、 ｂ＋２ －８
、

ｂ ＋ ３ －

１
、
ｂ ＋ ３ －３

、
ｂ ＋ ３４ 株系无病毒症状 ，常规层层剥离技术有 １ 个株系 不带病毒 ，病毒脱除率为 ２ ５％

，
而

通过快速剥离技术得到的 ２０ 个株系 ，

１ ０ 个株系不带病毒 ，病毒脱除率为 ５０％（ 表 ２
） 。

２． ３
‘

烟薯 ２５
’

脱毒试管苗的组培快繁研究

将确定无病毒的株系按 ６ 个处理进行试管苗快繁试验 ，在 １ ５ｄ 时 ， 观察植株长势 、根系发育 ，并测定

成活率 、节间长度 、茎粗 、茎高 。 结果表明 ：

６ 个处理中 ， 以 处理 ３ 和处理 ６ 综合性状最好 ，成活率 、根系发

育 、生长势均最好 ，节间长度 、茎粗 、茎高以处理 ３ 最高 ，
处理 ６ 次之 。 因此 Ｍ Ｓ

、
１ ／２ＭＳ ＋ ０ ． ０４ｍｇ

／ＬＩ ＢＡ＋



＿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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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０５ｍ
ｇ
／ＬＧＡ 可以作为

‘

烟薯 ２５

’

试管苗快繁的理想培养基 ，考虑到节间长度长有利于单茎节扦插快繁

操作 ，确定 ＭＳ＋ ０ ？ （Ｍｍ ｇ／ＬＩＢＡ＋０ ？ 〇５ｍｇ／ＬＧＡ 为
‘

烟薯 ２５ 

’

试管苗快繁最理想的培养基 （表 ３
） 。

表 ２
‘

烟薯 ２５
’

脱毒茎尖苗的病毒检测

Ｔａｂｌ
ｅ

２Ｖｉｍｓ ｄ 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ｕｓ－ ｆｒｅｅ ｓｔｅｍｔｉ
ｐｓｅｅ

ｄ ｌｉｎｇ ｏｆ
１


Ｙａｎｓｈｕ２５

１

组培苗

￣

嫁接 巴西
￣

病毒症状无 ＾
￣

〇
组培苗嫁接巴西

￣

病毒症状ｘｍｎ

株系牵牛株数株数症状株数带病毒株系牵牛株数株数症状株数带病毒

ａ＋
１

－

１５２３蒂ｂ ＋ ２ －３５０５不带

ａ ＋
１

－

２５２３带ｂ ＋ ２４５１
４带

ａ ＋ ２
－

１５１４带ｂ ＋ ２
－

５５０５不带

ａ ＋ ２
－ ２５０５不带 ｂ ＋ ２ ＾６５１４带

ａ ＋
３

－

１５２３带ｂ ＋ ２
－７５０５不带

ｂ＋
１

－

ｌ５２３带ｂ ＋２ ＞８５０５不带

ｂ＋１
－２５１４带ｂ ＋ ３ －

ｌ５０５不带

ｂ
＋

１
－

３５０５不带ｂ ＋ ３
－２５２３带

ｂ
＋

１ ４５１４带ｂ ＋ ３
－

３５０５不带

ｂ＋
１

－５５０５不带 ｂ ＋ ３ ４５０５不带

ｂ
＋

１
－

６５１４带ｂ ＋ ３
－

５５１４带

ｂ ＋ ２
－

ｌ５０５不带 ｂ
＋

３
＾

６５１４带

ｂ ＋ ２－２


５



１



４
＾


表 ３ 不 同快繁培养基对
‘

烟薯 ２５
’

的试管苗繁殖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３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 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

Ｙａｎｓｈｕ ２５
１

ｐ 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ｉ ｎ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ｐ
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ｕｍ

１养基代号接种株数成活株数成活率 ／％根系发育生长势节间长度 ／ｍｍ茎粗／ｍｍｇ ｊｇ／ｃｍ

̄

ｐ＾ｊ
ｌ３０２６８６ ７^＋＾６＾ ７ｌ７ｌ３ ＾１

ｐｙｊ
２３０２７ ９０ ． ０中中７ ． ３８ ． ３３ ． ３

ｐｙｊ
３３０２８９３ ． ３好强８ ． ６

１ ０． ０ ４ ． ０

ｐｙｊ
４３０２５８ ３ ． ３中弱６ ． ８７ ． ０ ２ ． ８

ｐｙｊ
５３０２６８６ ． ７中中７ ．

１７ ． ７３ ．

１

ｐｙｊ
６


３０


２８


９３
Ｊ堡

８Ｊ


９
＾
７


３ ． ９
￣

注
： 表中数据为 ３０ 株平均值

２ ． ４
‘

烟薯 ２５
’

脱毒苗的增产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 ，

‘

烟薯 ２５

’

脱毒苗 比非脱毒苗生长势强 ，单株结薯数增加 ０ ．
６ 块 ， 大中薯比率提高

３ ．８％
，脱毒苗增产效果显著

，
鲜薯产量平均增产 １９ ．

９％，达极显著水平 ；薯干产量平均增产 １９ ． ６％
，达显

著水平 （ 表 ４
） 。

表 ４
１

烟薯 ２５
’

脱毒苗的增产效果及显著性测验 “ 测验 ）

Ｔａｂｌｅ 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 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１

Ｙａｎｓｈｕ ２５
＇

ｖｉｒｕｓ
－

ｆｒｅ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
ｇｓ

ａｎｄｓｉ
ｇ
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

ｅ
ｙ

ｉｅ
ｌｄ （

／
－

ｔｅｓ ｔ
）

￣

ｍｍｒｉ鲜薯增产ｉ？５薯干Ｆ量薯干增产大中薯
迎埋



／ｋ
ｇ

．

ｈｍ

－ ２



／％


／％


／ｋ
ｇ

－

ｈｍ
－ ２



／％


结薯数


比率／％

脱毒苗 ５１ ８ １ ０
“

１ ９ ． ９３ ５ ． ３ １ ８２８９ ． ５
＊

１ ９ ． ６３ ． ８９０ ． ３

非脱毒苗４ ３２００


３ ５

＾
４


１ ５２９２ ． ５
＾ ２



Ｂ６ ． ５

３ 结论与讨论

绝大多数无性繁殖植物均容易感染病毒病 ，如马铃薯
［
６

］

、甘蔗
［
２０

］

、牡丹
［

２ １

］

、铁皮石斛
［

２２
］

等 ，解决脱毒

问题只能靠茎尖培养 ，有些植物如马铃薯先经高温处理后 ，再进行茎尖培养 ，脱毒效果更好
［

１°
］

。 利用茎尖

剥离技术对甘薯进行脱毒也是行之有效的
［
Ｍ

］

，很多材料中均没有提出详细 的茎尖剥离技术 ， 大都笼统地

表述为利用慑子等工具剥离至 ０ ． ２－０ ． ３ｍｍ 或剥离至剩余 １
一３ 片叶原基

［
Ｍ

］

。 当前常用 的甘薯茎尖剥

离技术主要采用层层剥离法
［
９

］

，在实际操作 中 ， 操作难度较大 ，极易损伤茎尖组织 ，致使成苗率较低 。 而

且传统的层层剥离法增加了茎尖剥离的操作时间 ，容易造成茎尖干燥 ， 这也可能导致茎尖成苗率低 。 针

对这些实际问题 ，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出 了
“

甘薯茎尖快速剥离技术
”

，这套技术不只是局限于剥离

环节 ，
还包含了试验材料的快速生长培育 （有利于茎尖的分离 ） 、看准部位一刀切下 的把握水平 、茎尖组织

分离等环节 。 该技术操作方便 、快速 ， 由于有外层叶原基的保护 ，茎尖不容易遭到破环 ，也不容易干燥 ， 因

此成活率提高 ，且随着技术的熟练 ，容易获得更小的茎尖 ，从而提髙脱毒效果 。 本研究 中 ，层层剥离法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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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茎尖成活率最高仅为 １ ０％
 ，而新技术茎尖成活率和成苗率分别为 ５３ ． ３％ 和 ３３ ．３％

，
比常规的层层剥

离技术分别提高 ２ １９ ． ２％和 ４２９ ．
７％ 。

本研究在病毒检测时采用 了指示植物巴西牵牛进行病毒检测 ，研究表 明 ，
该方法具有灵敏度高 、准确

性好 、可以排除外界环境毒源的干扰 、不受季节限制 、成本低等优点
［

２°
’
２２

］

。 利用该技术检测的常规剥离技

术得到的 ４ 个株系只有 １ 个株系不带病毒 ，说明传统方法剥离难度大 ，剥离越小 ，成苗率越低 ，
而成活的多

为剥离较大的 ， 因此带毒率相对较高 。 新方法在茎尖剥离过程 中对误操作造成茎尖过大的材料 ，

一般选

择丢弃 ， 只保留小的茎尖 ， 因此带毒率相对较低 。

在茎尖诱导培养基配方的选择上 ，很多材料均采用较高的激素浓度 ，茎尖诱导率较高
［
７＿ Ｕ

］

，但均没有

对后代变异情况做出分析 。 本试验考虑到高浓度激素容易引 起茎尖变异 ，
在试验 中设定的激素浓度较

低 ，虽然茎尖诱导率较低 ，
但在生产实践中 ，没有发现变异株 。

本试验主要是针对甘薯莲尖进行的剥离方式及成苗技术的研究 ，有利于解决 目前甘薯茎尖脱毒存在

的剥离困难 、成苗率低或不成苗等难题 ，为甘薯脱毒提供了
一种新的技术 ，对更好解决生产上因病毒病危

害造成产量 、品质下降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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