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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脱毒薯生产体系建设

郭小丁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 徐州 22 n 21)

摘要 甘薯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无性繁殖作物
,

利用脱毒薯生产
,

平均比对照增产 20 % 以上
,

薯块商

品价值也有所提高
,

建立甘薯脱毒薯生产体系使生产所需的优质种薯有了保证
。

本文对甘薯脱毒薯生

产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
,

即茎尖分生组织培养
、

病毒检测
、

种薯生产和推广应用进行了较为全面阐述
,

在

种薯生产环节中探讨了种薯质量分级标准
,

在推广应用环节中概括了利用脱毒薯的注意事项
。

关键词 甘薯 脱毒薯 生产体系 茎尖分生组织培养 病毒检测 种薯质量标准

1 背景

1
.

1 甘薯的经济特点

中国是世界上甘薯生产面积最大
、

总产量最多的国家
,

常年种植面积约 以洲〕万公顷
。

( l) 产量

高
,

与其他作物相比
,

甘薯地上下部均可利用
,

生物产量高 ; ( 2 )适应性广
,

甘薯虽为喜热作物
,

但我

国绝大部分地区均可种植
,

我们通过鉴定评价
,

从大量种质资源中筛选出适合在内蒙古冷凉地区种

植的品种 ; ( 3 )抗逆力强
,

甘薯具有抗旱
、

耐涝
、

耐瘩薄
、

耐盐等特性
,

在种植谷物作物难以取得收成

的土地上种植甘薯仍有一定产品收获
,

因而可作为新垦荒地的先锋作物 ; ( 4 )用途广泛
,

甘薯是主要

利用块根的淀粉作物
,

可作为许多工业产品的原料
,

利用淀粉生产的生物可降解薄膜
、

快餐盒有利

于保护土壤结构及环境
,

甘薯还可用于生产酒精成为能源替代品 ; ( 5 )营养丰富
,

甘薯除含有较多的

淀粉糖类等碳水化合物外
,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元素 ; ( 6) 可作为保健食品
,

甘薯含有

大量的膳食纤维
,

具有防止肠道疾病的功效
,

红心品种富含 各胡萝 卜素
、

紫心品种富含花青素
,

都具

有提高人体免疫功能
、

防癌抗癌的作用
。

1
.

2 培育脱毒薯的价值

甘薯为无性繁殖作物
,

田间种植容易感染蚜虫传播的病毒病
,

而且通过薯块育苗使病毒代代相

传不断积累
,

对薯块产量和品质都有很大影响
,

一般减产 20 % 一
so %

,

有的品种减产 50 % 以上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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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种性退化
,

缩短了推广品种的使用年限
。

据统计
,

侵染甘薯的病毒约 20 余种 z[]
,

对我国甘薯生

产危害最严重的病毒有羽状斑驳病毒 ( S p F MV )
,

甘薯潜隐病毒 ( Sp Lv )
,

甘薯褪绿斑病毒 ( S p CMV )
,

甘薯类花椰菜病毒 ( Sp CvL )等
,

病毒病在植株叶片上产生的症状有褪绿斑
、

明脉
、

花叶
、

皱缩
、

卷叶
,

在薯块上主要表现的症状为环薯块产生带状褐裂
,

日本称其为带状粗皮病 s[]
。

病毒病与真菌
、

细菌病害不同
,

难以通过化学杀菌剂防治
,

甘薯病毒病的防治措施有热处理法
、

使用抗病毒剂
、

茎尖组织培养 [’] 。

热处理只能钝化植株体内的病毒而不能去除
,

抗病毒剂 R山田几试n

的效果也较为有限
,

茎尖组织培养具有较好的脱毒效果 s[, 6〕
,

iN e

曦
n
l( 卿 )最早采用茎尖分生组织

培养方法脱除了甘薯内木栓病毒〔7〕。

如果将热处理 ( 38
一
42 ℃处理植株 28 天 )和茎尖分生组织涪

养相结合
,

则脱毒效果更好 8[]
,

通过茎尖培养还可脱除引起甘薯丛枝病的类菌质体9[]
。

甘薯茎尖增

养获得脱毒苗的效果表现在植株生长旺盛
、

薯块膨大快
、

薯皮颜色鲜艳没有带状粗皮症
、

薯块大小

整齐
、

上薯率高〔’田
,

采用脱毒种薯的增产幅度在 40 % 以上
,

大中薯率提高约 20 %
,

薯块干物率增加

2 %左右〔川
,

与培育新品种相比
,

脱毒薯的效果更明显
,

而所需的时间相对较短
。

我国从 19 90 年开

始大面积推广脱毒薯
,

目前每年约种植脱毒薯 200 万公顷
,

是利用脱毒薯进行生产最大的国家
,

取

得了极为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

2 甘薯脱毒薯培育的基础技术

2
.

1 茎尖分生组织培养脱毒法

2
.

1
.

1 茎尖培养脱毒原理 病毒侵人植株后在体内的分布不均匀
,

幼嫩组织 比成熟组织含毒曼

低
,

茎尖分生组织几乎不带病毒
,

因为病毒主要通过筛管组织进行转移
,

而分生组织内尚未有筛誉

形成
,

病毒难以到达分生组织区 [ ’ 2]
,

从这一点推测利用顶尖分生组织培养脱毒的效果可能会好于

侧芽分生组织 ;分生组织的细胞分裂生长快
,

而通过胞间连丝进行转移的病毒传播速度要慢于分主

组织的生长 ;分生组织的细胞分裂生长旺盛
,

内源水平较高
,

对进人细胞的病毒有抑制其增殖沟

作用
。

2
.

1
.

2 茎尖培养脱毒程序 ( l) 选择外植体
,

在田间选取健壮上植株上 s c m 长的茎端梢或用薯央

催芽切下 c3 m 长的茎尖
。

( 2 )剥取茎尖
,

在双筒解剖镜下用解剖针将消毒处理过的茎尖剥出 0
.

2 一

0
.

4
~ 大小的带 1 一 2个叶原基的分生组织

,

然后接种在配制好的培养基上
。

在剥取茎尖时注意尽

量使茎尖暴露的时间短一些
,

以防超净台的气流和解剖镜上的灯光使茎尖变干而不易培养成括
。

剥取茎尖大小与脱毒率有很大关系
,

带 1个叶原基的分生组织脱毒率最高
,

带 3 个叶原基的脱毒牟
较低

,

但带 1个叶原基的茎尖分生组织的成苗率较高 〔̀” 〕。

( 3 )诱导成苗培养条件
,

为了减少组织店

养变异
,

茎尖培养的全过程尽量不要产生愈伤组织
,

因而一定要控制好培养基内添加外源激素的冲

类及比例
,

当茎尖分生组织分化长芽后转移到成苗培养基上
。

培养基种类
、

培养基 pH
、

琼脂浓度
、

培养温度及光照等都对培养的分生组织分化成苗有一定影响〔̀ 4
·

` , 〕
,

综合分析
,

茎尖分生组织诱旱

成苗的适宜条件是采用 MS 或 l/ ZM S 培养基
,

添加 6
一

B A 2 11

娜 L
,

用 50 岁L 琼脂固化
,

调培养基 pH

5
.

8
,

接种后置于 28 ℃ 、
3 仪x )h

、

12 小时光周期的环境中培养
。

( 4 )试管苗的快繁
,

茎尖培养诱导戊

苗后
,

为了满足病毒检测及以后大量繁殖种薯所需
,

必须对试管苗扩繁
,

快繁所用培养基一般多月

l 2/ MS 培养基
,

不添加任何激素
。

为了降低脱毒苗培养成本
,

可采用商品白糖代替试剂蔗糖
、

减少者

养基部分有机物的简化培养基制作程序〔̀ 6〕
,

在加大脱毒苗繁殖系数方面
,

可采用细胞悬浮培养法 [`7 }
。

.2 2 病毒检测

茎尖培养得到的试管苗只有通过病毒检测
,

才能肯定是否脱除病毒
,

严格的病毒检测程序直妾

关系到种薯种苗的质量
。

2
.

2
.

1 目测法 将试管苗移栽到防虫隔离网室内
,

根据甘薯病毒的主要发生特征
,

观察植株是否

2 5 3



表现相应的症状
。

目测法虽然直观简单
,

但在试管苗带毒量极小的时候
,

当代并不易在植株上观察

到症状
,

因此
,

本方法可在原种繁殖阶段及其以后生产上采用
。

2
.

2
.

2 电镜法 利用电子显微镜可检测到病毒粒子大小及形状
,

采用免疫电镜法 ( E EM )可以提高

检测精度3[]
,

对快速检测植株体内含量低
、

难于提纯的病毒具有较好效果
。

2
.

2
.

3 血清学法 目前主要应用斑点酶联免疫吸附法 (oD t
一

E U巴A ) 〔̀
3 ]和硝酸纤维素膜酶联免疫吸

附法 ( Nc M
一

E l乃 A )〔
’幻检测甘薯病毒

。

血清学法特异性强
、

灵敏度高
,

可在初期阶段大量快速检测

并淘汰带病毒的试管苗
,

但 目前只研制出检测 8 种甘薯主要病毒的抗血清
。

2
.

2
.

4 指示植物法 巴西牵牛 ( I卯
n

耽
a se 姗 )对多种侵染病毒都比较敏感

,

在叶片上产生系统症

状
,

表现明脉
、

褪绿斑
、

花叶
、

皱缩叶等
,

是一种良好的指示植物
。

一般以巴西牵牛做砧木
,

将血清学

检测呈阴性反应的甘薯试管苗移栽后取上部做接穗嫁接进行检测〔’ 3]
,

嫁接检测效果好于摩擦接

种
。

另外一种指示植物为 日本牵牛 ( 1
.

心 )
,

当子叶完全长出后进行摩擦接种或植株长大后嫁接检

测 s[]
。

一般需重复嫁接两次
,

经过两次嫁接均未显症者即可确定为无病毒苗
。

指示植物嫁接法技

术简便易行
,

表现症状明显
,

准确度高
,

但需时间长
,

并受生长季节限制
,

工作量大而检测样品量

小 [ ’ 9〕
,

只能做定性检测
,

通常与血清学法结合
,

可提高检测精度和工作效率
。

2
.

3 试管苗的移栽

试管苗移栽环节往往容易被忽视
,

如果获得脱毒试管苗后
,

由于移栽成活率低
,

则会增加成本
,

并直接影响以后的种薯繁殖数量
。

试管苗直接移栽到土壤中
,

必须进行土壤消毒
,

否则成活率很
低〔`4〕

,

一般将试管苗先移植到装有栽培基质的育苗盘中
,

然后再移栽到土壤中
。

用于试管苗移栽

的栽培基质有黄沙
、

珍珠岩
、

蛙石
、

泥炭等
,

将珍珠岩与蛙石或泥炭等比例混合使用
,

试管苗移栽成

活率可达 100 % 佃 ,lz]
。

具体移栽方法为先将试管苗的封 口打开
,

置于室内驯化练苗 1周
,

从试管中小心取出小苗
,

用

清水洗掉根蒂上残留的培养基
,

栽插到湿润的栽培基质上
,

用稀释的 MS 培养基大量元素溶液喷

洒
,

在散射光或遮荫网室中培养
,

期间注意补充水分保持基质湿润
,

3 周后移栽到苗床
。

3 脱毒薯生产体系

甘薯无病毒种薯生产体系是解决优良品种退化问题
,

并迅速大面积推广优 良品种的系统工程
,

将科研单位与农技推广部门相结合
,

使生物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
,

最终将健康种薯输送到农户手

中
,

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

脱毒薯生产体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

即植物组织培养
、

病毒检测
、

种薯生

产
、

推广应用〔川
。

甘薯生产种薯用量大
,

薯块含水量较高
,

不便于长距离运输
,

只有建立相应完善

的种薯繁育供种制度和体系
,

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求
。

日本将脱毒薯生产体系建设为由农业试验

场
、

种苗繁殖中心
、

农协和农户联合承担的从优良品种选择
、

原原种繁殖
、

原种反正到商品生产的系

统 [ `0]
,

我国南北方甘薯生产情况不同
,

种薯繁供体系各有特点 lz[
,

23, 川
,

但基本程序相似
,

完成一个

循环一般需要 4 年左右的时间 (图 l )
。

3
.

1 脱毒苗的生产鉴定

植物常受到多种类型病毒的侵染
,

可能还有一些尚未鉴别的病毒
,

有的病毒发生症状明显
,

有

的不表现症状或显症不明显
,

因此
,

脱毒苗只能是相对于脱除危害甘薯生产的主要病毒而言
,

由脱

毒苗繁殖的种薯在生产上所取得的显著增产效果也只能是相对于同一个品种的
“

已退化的种薯
”

来

比较
。

徐州甘薯研究中心试验观察
,

来源于同一茎尖的不同株系移栽 田间后
,

薯块产量也有高低之

分
,

这种差异可延续表现到以后的种薯生产
,

因此
,

脱毒苗首先要移栽到防虫网室内进行生产性能

鉴定比较
,

从株系群体中选出符合品种特征特性丰产性能好的株系
,

这样的优良株系称为高级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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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

3
.

2

由其在防虫隔离环境中生产的种薯称为高级脱毒薯
。

尸 选择品种

薯块催芽或田间植株

剥取茎尖分生组织培养

第一年
试管苗

眼触

一
试鸵衅粉

测病毒

按株系编号保存

一
相对应株系

一
阴性反应样品

今
嫁接检测病毒

繁殖脱毒试管苗株系~ 』

第
醉王

防蚜隔离设施内株系生产力鉴定

优良脱毒株系 (高级脱毒苗及高级脱毒薯 )

第三年—
防蚜隔离设施内繁殖原原种

第四年

—
空间隔离环境中繁殖原种

农技推广部门

一
农户生产

广土 ,
商品生产 单株选择留一代良种

3
.

2
.

1

图 1 甘薯脱毒薯生产体系

高级脱毒苗的繁殖

组培快繁 高级脱毒苗除了用于生产高级脱毒薯外
,

如果数量充足
,

也可直接生产原原种
。

将鉴定得到的优良株系在组培室内切段繁殖
,

成苗后继续切段繁殖
,

一般 1个月可繁殖一批
,

繁殖
速度以几何级数增长

,

效率极高
,

而且可保证没有外源菌的侵染
。

3
.

2
.

2 加温育苗法 利用温室
、

大棚内的电热温床或火炕
,

在 10 月份将优良株系的植株按两叶节

切段栽插到苗床
,

保证温度 25 ℃ 以上
,

4 周左右可剪苗繁殖一次
,

此法技术要求严格
,

管理费工
,

成

本较高
,

在种苗数量较少时采用
,

一般一个 300 衬 的温室一个冬季大约可繁种苗 6 万株
。

3
.

2
.

3 采苗圃育苗法 利用在温室
、

大棚内保存的越冬苗
,

4 月份在不加温大棚网室内套小拱棚栽

插繁苗
,

随着气温升高撤掉小拱棚
,

每 or 天左右喷一次蚜毒净
,

防止蚜虫传毒感染
。

到甘薯种植季
节

,

每 1 以x〕甘 采苗圃可提供种苗 20 万株 [’ SJ
。

3
.

3 原原种繁殖

利用高级脱毒薯 (也有称为核心原原种 〔̀ “

)] 在防蚜温网室育苗栽插到防蚜网室内生产的种薯

即原原种
。

由于网室内通风透光较差
,

植株易徒长
,

要注意加强管理以获得较多种薯
。

在网室内采
用顶 3 叶节种苗倒栽法

,

可增加 25 的薯块产量 [251
。

.3 4 原种繁殖

在网棚内用原原种薯育苗
,

利用采苗圃扩大种苗数量
,

在自然隔离环境如非甘薯种植区集中种

植繁殖原种薯
。

也可利用高秆作物如玉米
、

高粱进行屏障隔离的田块繁殖
,

应与普通甘薯生产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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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5 00米以上的距离
。

在繁种田块内最好能种植少量指示植物
,

观察是否有毒源存在和发生过蚜

虫传毒〔l8]
,

生长期间注意拔除生长不正常的可疑带病毒植株
,

从而保证原种薯的质量〔叫
。

3
.

5 脱毒良种繁殖

用原种薯育苗
,

在普通无病毒田块上种植夏薯
,

收获时单株选择得到良种一代
。

脱毒原种用于

大田生产后
,

一般品种能保持两年的较高增产效果
,

良种用两年后即需更换种薯
。

3
.

6 种薯繁育面积安排

在适宜条件下
,

甘薯可利用薯块和薯苗进行周年繁殖
,

各级种薯所需数量不同
,

繁殖面积要按

不同比例配置
,

山东省农科院总结提出了
“
41 1

”

种薯繁育比例
,

即 良种面积为大田种植面积的百分

之四
,

原种繁殖面积为大田种植面积的千分之一
,

原原种繁殖面积为大田种植面积的十万分之

一〔川
,

例河南省种植甘薯面积为 66
,

7 万公顷
,

需高级脱毒苗 2 万株
,

温室扩繁到 40
一
50 万株 ;原原

种面积 6
.

67 公顷
,

生产原原种 10 万公斤 ;原种面积 肠 7 公顷
,

生产原种薯 1 500 万公斤 ; 良种面积
2

.

67 万公顷
,

生产良种 6 亿公斤 仁̀“ ]
。

4 种薯 (苗 )质量标准

根据脱毒甘薯在生产应用中的实际情况
,

分北方薯区和南方薯区制定相应适合的种薯 (苗 )质

量分级标准 lz[
,

瓦 .23 川
。

4
.

1 种薯质量标准分级依据

4
.

1
.

1 品种的典型性 选择各地推广的优 良品种培育的脱毒薯
,

必须确认具有该品种的典型性

状
,

如叶形
、

叶色
、

叶脉色
、

薯形
、

薯皮薯肉色等
。

4
.

1
.

2 品种纯度 根据田间抽样检查和贮藏期间抽检结果综合判定种薯是否为同一品种
。

4
.

1
.

3 薯块病虫害 除病毒病外
,

种薯质量方面对其他主要病虫害感染程度也有严格要求
,

如根

腐病
、

线虫病
、

黑斑病
、

蔓割病
、

薯瘟病
、

软腐病
、

蚁象等
,

如果检验结果超过了规定的病虫害指数
,

种

薯应当降级或淘汰
。

4
.

1
.

4 薯块整齐度 从种薯育苗的实际情况分析
,

100
一 l 以x 〕g 大小的薯块均适于作种薯

,

整齐度

要求薯块重量在 100
一 4 00 9 范围内

,

各级种薯的整齐度标准均不应低于 80 %
。

4
.

1
.

5 不完整薯块 由于种薯贮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机械损伤而产生不完整薯块
,

因此种

薯质量要求对损伤薯块率加以限定
。

此外还包括虫鼠伤害
、

自然开裂
、

畸形薯块
。

4
.

1
.

6 田间表现 种薯繁殖田周围种有普通生产的甘薯及自然生长的近缘野生种如牵牛花
、

地碗

花等
,

都会成为病毒源
,

要注意观察种薯田周边种植的植株上是否有蚜虫危害
,

根据具体危害程度
,

将这些植株上得到的种薯降级
。

4
.

2 种薯质量分级标准

4
.

2
.

1 高级脱毒薯 经过生产性能鉴定得到的高级脱毒苗和脱毒薯
,

品种纯度 100 % ;不带任何病

虫害
。

.4 2
.

2 原原种 品种纯度 100 % ;薯块整齐度 卯% 以上 ;不完整薯率 2 % 以下 ;指示植物法检测带

毒率 3% 以下
,

血清学法检测甘薯羽状斑驳病毒 ( S p P MV )和甘薯潜隐病毒 ( S p LV )带毒率 3% 以下 ;

无其他病虫害
。

4
.

2
.

3 原种 品种纯度 99 % ;薯块整齐度 85 % 以上 ;不完整薯率 3% 以下 ;指示植物法检测带毒率

10 % 以下
,

血清学法检测 S p P MV 和 S p L v 带毒率 5% 以下 ;无根腐病
、

线虫病
、

蔓割病
、

薯瘟病和蚁

象
,

黑斑病和软腐病薯块 1% 以下
。

4
,

2
.

4 良种 品种纯度 95 % ;薯块整齐度 80 % 以上 ;不完整薯率 3 % 以下 ;不能在有病虫害的田块

繁种
,

以夏薯单株选择留种为二级生产良种
,

下年生产的薯块只能作普通商品薯
,

不宜再称其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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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薯
。

田间种植 1年的良种
,

病毒感染率在 50 % 以上
,

该级种薯不再规定带毒率 [ ’ “ ]
。

无线虫病
、

蔓

割病
、

薯瘟病和蚁象
,

根腐病率 1% 以下
,

黑斑病和软腐病率 2 % 以下
。

4
.

3 种苗质量分级标准

主要针对南方薯区可周年利用种苗进行生产的实际情况
,

建议采用种苗质量分级标准 [川
。

脱

毒苗繁苗系统比薯块育苗系统可缩短育苗时间 20 天
,

有利于生产安排〔川
。

4
.

3
.

1 特级苗 经过病毒检测确认的脱毒苗
,

没有病虫害
。

4
.

3
.

2 一级苗 从特级苗严格隔离种植的植株上采得的种苗
,

经过指示植物嫁接检测
,

带毒率低

于 10 %
,

种苗上无明显病毒病症状
,

也没有其他病虫害
。

由一级苗生产的脱毒原种薯带毒率亦要

小于 一。% [川
。

4
.

3
.

3 二级苗 由一级苗在产区适当隔离种植获得
,

病毒感染率允许在 10 % 一
30 %

,

但病毒病症

状轻微
,

无病虫害
。

由二级苗生产的薯块可留种
。

4
.

3
.

4 三级苗 由二级苗在产区适当隔离种植获得
,

允许病毒感染率在 30 % 以上
,

但病毒病症状

轻微
,

无病虫害
。

三级苗可以苗繁苗用于生产
,

收获的薯块不能留种
。

5 脱毒薯推广中应注意的问题

5
.

1 技术方面
5

.

1
.

1 品种选择 甘薯优良品种较多
,

脱毒后都能提高产量和改进品质
,

大部分品种都有一定的

地区适应性
,

不同地区应根据市场和生产要求
,

多样化选择主栽品种培育脱毒薯
。

由于品种之间对病毒的抵抗能力不同
,

使得脱毒薯的增产幅度表现悬殊
,

如新大紫脱毒薯比对

照增产 71
.

6 % 一 2 2 4%
,

群力 2 号增产幅度为 42
.

3%
一
98

.

4 %
,

而徐薯 18 增幅为 16
.

9 % 一
40 %

,

表
明徐薯 18 的耐病毒能力较强 [周

,

不耐病毒的品种脱毒后的增产幅度要大大高于耐病毒品种的增

幅
,

但这类品种产量基础较低
,

如果不是作为特殊栽培利用
,

则在生产中的应用价值不大
。

新育成品种在审定推广之前的选种阶段虽已在田间感染病毒病
,

但相对时间较短
,

并且在繁种

时进行株系选择
,

其优良种性衰退较少
,

因而新品种在推广 2 一 3 年后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用脱毒

薯替代普通种薯
,

这样可延长新品种的使用年限
,

使薯农获得更多的效益
。

5
.

1
.

2 栽培环境 甘薯脱毒苗田间开放种植
,

当年就可感染斑驳花叶病和卷叶病
,

下一代种植发

病率增多
。

脱毒苗的再感染与栽培环境有很大关系
,

在未种植甘薯的地区极少发生再感染病毒病

的现象
,

薯块上表现的带状粗皮病也有同样趋势
。

因此
,

在甘薯产区最好能够集中连片种植脱毒

薯
,

以延长脱毒薯的使用年限
。

此外
,

在有甘薯真菌
、

细菌性病害发生的田块上种植脱毒薯
,

如果所

用品种对这些病害的抗性较差
,

则难以表现出脱毒薯的增产效果
。

5
.

1
.

3 脱毒薯的种植年限 脱毒苗进人大田生产
,

会感染病毒
,

通过种薯代代积累相传
,

因而脱毒

薯的增产效果会逐年下降
,

研究表明
,

用原种种植继续留种生产到第三代就表现出明显的退化趋

势
,

如徐薯 18 第一年的病毒显症率为 20 %
,

比对照增产 32
.

5%
,

第二年显症率为 35 %
,

增产

30
.

5%
,

第三年显症率 80 %
,

增产 9
.

3% ;北京 553 第一
、

二
、

三年的显症率分别为 40 %
、

78 %
、 100 %

,

比对照分别增产 63
.

9%
、

30
,

9 %
、

12 %
,

用血清学检测
,

S p RMV 阳性率逐年急剧增高〔27] ;岩薯 5 号脱

毒原种一
、

二代表现前期生长旺盛
,

结薯早
,

薯块膨大快
,

产量比对照增加 62
.

6 % 和 56
.

4 %
,

并且上

薯率高
,

薯皮光滑
,

而三代的增产效果不显著 [28]
,

因此用原种生产时
,

连续留种不宜超过两年
。

5
.

1
.

4 组培苗与脱毒苗的关系 脱毒苗是试管苗经病毒检测后得到的
,

未经病毒检测的试管苗移

栽田间所表现的增产效果是因为其中有部分试管苗确实不带病毒
,

而未脱除病毒的试管苗移栽后

表现增产的可能原因有二
,

一是经脱毒培养后
,

试管苗体内的病毒含量减少
,

二是通过组织培养消

除了其他病原菌
,

这种增产效果是短时的
,

种植一代后留种育苗
,

则不再表现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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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

5脱毒薯与品种特性的关系 脱毒薯并非新品种
,

只是对原品种进行茎尖分生组织培养获得

脱毒苗
,

种植后得到的种薯
,

它表现增产的原因是
“

健康种薯
”

所带来的
,

并不是改变了同一品种的

固有特性
。

或许因为脱毒苗带有更少的病原菌
,

植株生长健壮
,

多少增强了一些抗逆能力
,

这种表

现随着脱毒苗的再感染而减弱
。

如果认为脱毒后可抵抗各种病害
,

这是对脱毒薯的误解
,

更不能把

脱毒薯种植后由其他病虫害造成的减产曲解为脱毒薯无增产作用
。

5
.

1
.

6 加强研究简便实用的甘薯病毒快速检测技术 在生产实际中
,

脱毒薯只要不带危害生产严

重的病毒种类即可推广
,

因此
,

尽快研制高效甘薯病毒检测试剂盒
,

实现病毒检测的规范化
,

不仅有

利于进行种薯 (苗 )分级
,

保证脱毒薯的质量
,

而且可加快甘薯脱毒薯生产体系建设步伐
,

促进脱毒

技术的健康发展
。

.5 2 制度方面

5
.

2
.

1 完善推广体系
,

规范市场秩序 脱毒薯是生物技术实用化的科技成果
,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

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推广体系做保证
。

科研单位在经济和人力方面无力承担推广任务
,

培育出

脱毒原原种后
,

应转交到农技推广部门繁殖原种
,

通过示范宣传指导农民生产
。

因而要建设好种薯

繁殖基地
,

使脱毒薯繁育专业化
、

程序化
、

产业化
,

制止乱引
、

乱繁
、

乱销的混乱现象
,

严防假 冒伪劣

种薯给薯农造成经济损失
。

5
.

2
.

2 健全制度
,

加强质量监测 政府组织建立产品质量监测机构
,

应具有对脱毒薯进行质量监

测的功能
,

加强对所有种薯繁殖点的各级种薯进行抽检
,

及时作出处理意见
,

同时对不具备种薯繁

育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加以制止
,

这样才可保证脱毒薯生产体系的健康发展
,

满足农民对高质量种薯

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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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甘薯脱毒的应用研究

张志勇 陈炳全 杨立明 曾 军 蔡建荣 吴文明 兰志斌 刘文榕

(龙岩市农科所 福建 龙岩 3酬戒】X〕)

摘要 我们于 199 6 一 2仪刃 年研究了甘薯 (伽
切况 “ b

~
)脱毒技术及应用

,

初步确认了侵染福建省甘薯

的病毒种类主要为羽状斑驳病毒 (5 1
〕
F入IV )

,

其次为甘薯潜隐病毒 ( SP vL )与甘薯褪绿斑病毒 ( SP CVF )
,

还

发现了甘薯失绿矮化病毒 ( S代 SV
,

在我国属首次发现 )
。

对茎尖组织培养激素配方
、

快繁的培养基稍作

了改进
。

通过对指示植物巴西牵牛 ( 1
.

:

咖 a) 嫁接检测的研究表明
,

选择嫁接检测的适宜时期 ( 5
一 10

月 )
、

选在薯苗茎中上部采接穗
、

对嫁接后症状表现轻微的巴西牵牛摘顶芽处理
,

可有效提高检测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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