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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常通过无性繁殖为生产提供种苗 , 而长期

使用无性繁殖种苗易使品种退化 , 病毒感染严重 ,

抗病力减弱 , 产量 、 质量 、效益锐减 , 成为生产上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组织培养 (简称组培)技

术是草莓脱除病毒的一种最经济有效的途径。专家

证明 , 草莓脱毒苗生长势强 , 抗病力提高 , 大果率

增加 , 能增产 30% ～ 80%。为此 , 福建省福州市

蔬菜科学研究所从 2000年开始进行草莓茎尖组培

脱毒研究。经过 3年的实践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草

莓脱毒苗三级繁育体系 ,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现总结如下:

1　原原种的获得

1.1　培养基的配制

草莓茎尖组织培养需要配制 2种培养基:Ⅰ ,

诱导分化和继代增殖培养基 MS+6 BA1mg/L+

NAA0.1mg/L+3%蔗糖 +0.7%琼脂;Ⅱ , 壮苗

生根培养基 MS+1.5%蔗糖 +0.7%琼脂。

1.2　接种母株的选择与处理

选取生长健壮 、 能充分表现本品种优良性状的

植株为母株 。为了避免因材料带菌而产生污染 , 须

对母株进行杀菌 , 每周用 500倍甲基托布津处理 1

次 。

1.3　接种 、 增殖 、生根培养

5 ～ 6月取刚抽生的匍匐茎茎尖约 1cm, 用流

水冲洗 0.5h, 然后在 75%酒精中浸泡 1min, 再用

2%次氯酸钠消毒 10min, 无菌水冲洗 3遍 , 在超

净工作台上逐层剥去顶芽外面的叶片 , 用解剖刀切

下带一个叶原基 (长 0.2 ～ 0.3mm)的生长点 , 立

即接种于培养基 Ⅰ上进行光培养 。 2个月后愈伤组

织周围长满丛生芽 , 把芽逐个切下 , 每瓶放 5 ～ 6

个芽继续增殖 , 每 25d可增殖 1代 (约 5倍), 一

般增殖 3代 (约 125倍)就可以获得所需的数量 。

然后转入培养基Ⅱ进行生根培养。一个月后根长 2

～ 5cm时即可出瓶移栽 。

1.4　试管苗的移栽

10 ～ 11月可出瓶移栽 , 这段时间天气晴朗稳

定 , 温度适宜 , 除了小拱棚和遮阳网外 , 不需其它

设施 , 移栽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采用腐熟的移

栽基质 (如草炭土和草木灰按 1:1混合), 利用 7

～ 8月太阳能高温消毒或移栽前用甲醛消毒。先把

试管苗从培养室移到普通室 , 选晴好的天气移栽 。

将培养基冲洗干净 , 用 1000倍甲基托布津浸泡

5min后直接移栽室外栽培基质中 , 浇透水后盖上

小拱棚膜保温保湿。移栽的头 3d如果是晴天 , 中

午前后须盖遮阳网以防光照过强 , 3d后撤去遮阳

网 , 棚内温度过高 (>33℃)时再加盖遮阳网 。

移栽 15d后小苗新叶长出 , 表明移栽成活。

1.5　组培苗的越冬

经过 2个月 , 组培苗长到 5 ～ 6片叶时 , 撤去

小拱棚 , 盖上 40目防虫网 , 让组培苗在 1 ～ 2月低

温下缓慢生长 。经过自然低温休眠 , 3月作为原原

种在山区进行移栽扩繁 。

2　原种苗的生产

由于实验室所生长的脱毒组培苗数量有限 , 成

本很高 , 须进一步扩大繁殖 , 生产原种苗。为了防

止重新感染病毒 , 在扩大繁殖中必须采取严格的隔

离措施。

2.1　土壤消毒

不能重茬或选择前茬为茄科作物地 , 最好选择

水稻田 , 用甲醛或氯化苦对苗地进行消毒 , 以防止

土壤中线虫 、 病菌的侵染。

2.2　防虫网隔离

用 40目防虫网隔离 , 防止传毒昆虫进入 。

2.3　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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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畦连沟宽约 2m, 畦高 20cm, 每畦 1行 , 株距

50cm, 3月 20日左右定植。生长期及时浇水 、 施

肥 、除草 、 喷药 , 到 9月可以生产出 80 ～ 100倍的

原种苗 , 供草莓育苗农户繁育生产用苗。

3　生产用脱毒种苗的生产

　　福建省地处南方 , 平原地区夏季气温高 、 日照

长 , 草莓叶斑病 、炭疽病等较为严重 , 花芽分化偏

迟 , 为此 , 我们在海拔 700多米 、气候条件比较适

合草莓生长发育的福州市北峰山区繁殖种苗 , 选择

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定植。生长期注意防治病虫 , 减

少草莓重新感染病毒的机会。到 9月中下旬即可生

产出花芽分化完全的优质脱毒组培苗 , 供广大草莓

种植户种植。

建立严格的草莓脱毒苗三级繁育体系 , 让广大

农民充分认识使用脱毒苗的重要性 , 是推广使用草

莓脱毒苗的前提 , 也是我国草莓生产发展的方向 。

在这一体系中 , 第一步即茎尖组培脱毒原原种的获

得至关重要 , 关系到脱毒苗的脱毒效果 。同时也必

须认识到 , 脱毒苗在大田生产条件下会重新感染病

毒 , 一般情况下年感染速度为 10% ～ 20%, 因此 ,

脱毒种苗应用 2 ～ 3年后要重新脱毒 , 才能保持较

高的增产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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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义县南酸枣分布面积达 1.33万公顷 , 其中

野生面积 1万公顷 , 栽培面积 0.33万公顷 , 目前

以每年 330hm
2
的速度递增。 2004年经国家林业局

认定 , 崇义县获全国唯一的 “中国南酸枣之乡 ”

称号。

崇义县南酸枣林面积的保护与扩大得益于南酸

枣糕绿色食品的开发 。南酸枣糕酸甜柔韧 、味美可

口 ,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 远销美国 、 马来西亚 、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 。 20世纪 80年代 , 崇义县食品厂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着手开发 , 目

前该公司年消耗南酸枣鲜果 6000t, 本县野生南酸

枣资源只能满足 1 /3左右 , 不足部分从外地调入 ,

大力发展人工南酸枣林成为必然。

据调查 , 进入盛产期后 , 野生南酸枣株产 75

～ 100kg, 最高可达 250多公斤 , 栽培南酸枣每公

顷按 300株 、 每株结果 75kg计算 , 可产鲜果 2.25

万公斤 , 目前最低收购价为 0.34元 /kg, 每公顷产

值达 3.06万元 , 扣除成本后利润至少 1.5万元 ,

经济效益显著 , 并具一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特征特性

南酸枣 (Choerospondiasaxillaris)是江西的优

良速生乡土树种 , 又称酸枣 、 五眼果 、 鼻涕果 , 为

漆树科 (Anacardiaceae)南酸枣属 (Choerospondi-

as)落叶大乔木 , 高达 30m, 胸径 80cm。树干通

直 , 树皮灰褐色 , 浅纵裂 , 老树皮条片状剥落。奇

数羽状复叶 , 小叶 7 ～ 19片 , 卵状披针形 , 先端

长 、 渐尖 , 基部偏斜 , 全缘 , 萌芽枝的叶有锯齿 。

圆锥花序 , 雌雄异株 , 花期 4 ～ 5月。果形椭圆如

枣 , 味酸 , 因故得名。种核坚硬 , 顶端有 5个大小

相等的发芽孔 , 故称 “五眼果 ”, 果实成熟期 8 ～

12月。喜光 , 根深 , 水平根发达 , 萌芽力强 。在

光照充足 、土层深厚 、 排水良好的坡地上生长最

好。

2　主要品种类型

据观察 , 崇义县南酸枣按成熟期可分为早熟

(8月下旬)、 中熟 (10月下旬)和晚熟 (11月中

旬)3种类型;按果形大小可分为大果 、 中果和小

果 3种类型;按果皮颜色可分为青麻皮 、黄皮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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