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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魔芋种芋快繁技术 

徐文果 张国云 王顺党 

红魔芋是近年来云南省德宏州农技推广中心在 

中缅边境发现的一个魔芋新品种 ，其具有抗软腐病 、 

白绢病 的优点 ，两病发生率仅为 3％-5％。同时，该品 

种丰产性好 ，适应性广 ，适宜在海拔 200-1 500 m的 

热带、亚热带地区种植，葡甘露糖含量高 ，是一个优 良 

的加工型魔芋品种。但是 ，有限的野生种质资源很难 

满足生产用种逐年增长的需要。通过多年的研究发 

现 ，德宏红魔芋种子具有结实率高、叶片顶端会产生 

多个气生小球茎 (珠芽)、大种芋周身布满丛芽等特 

性。根据这些特性 ，可以通过种子繁殖和珠芽繁殖技 

术 ，结合切块繁殖 、整芋繁殖和组培繁殖等途径，有效 

提高种芋繁殖系数 ，加快 良种推广速度 ，保证魔芋产 

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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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子繁殖技术 

1．1 种 子培 育 

由于魔芋花为虫媒花，雌雄蕊成熟时期不一致， 

单株开花后很难结实 ，因此要在种子培育过程中要保 

证一定的种群数量和良好的生物群落环境 ，开花植株 

越多结实率越高 ，当同期开花植株超过 30株时，结实 

率可达 90％以上，单个花穗可产生种子 100-300粒。 

选择 3龄及其 3龄以上球茎作为开花种芋，于翌年 2～ 

3月定植，因开花球茎当年不再膨大 、不产生叶片 ，可 

以适当密植，种芋下种后要求保持 60％-70％的土壤 

湿度和适当的遮荫条件。 

1-2 播种育苗 

当种子变成深红色、肉质变软时 ，说明种子已经 

成熟。分批采收，集中处理，可以搓去表皮，清洗干净， 

晾干后即时播种 ，也可以晾晒 1周后，在 10-15℃条件 

下保存至翌年 2月后播种 。种子均匀播于 30 cm~ 

50 cm的育苗盘中，每盘 250粒左右 ，浇足水后用黑色 

地膜覆盖，提高地温，促进发芽。种子繁殖的魔芋，第 

烂 ，可按行距 15～20 cm、株距 8-10 cm在原地定 

苗，多余的菜苗匀出移栽到其他备好的田里。 

2．6 肥水管理 

排种 10天后，适当排水搁田 1～2天，促进根系 

扎深，固定幼苗。扎根后幼苗期逐步加深水层至 1～ 

3 cm 促 进快 长 ，进 入 旺长 期 一 般保 持 水 层 8～ 

10 cm。当温度降到 0℃或 0℃以下，可提高水层到叶 

尖处防冻。 

第一次追肥在排种后 20～30天，每 667 m 追 

施对 3～5 kg尿素的人畜粪水 500～1 000 kg；第二次 

追肥在第一次追肥后的20天左右，每667 m 撒施 

三元复合肥 15～20 kg；第三次追肥于气温回升后的 

2月 中下旬至 3月上旬 ，每 667 m 施人对 5-10 kg 

尿素的人畜粪水 800～1 200 kg。 

2．7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主要有斑枯病、锈病和蚜虫。斑枯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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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65％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58％甲霜 

灵锰锌 500倍液喷雾，锈病可用 15％粉锈宁 3 000 

倍液+70％代森锰锌 1 000倍液混合防治，蚜虫可用 

10％吡虫啉或 25％扑虱灵 1 500～2 000倍液喷雾。 

每 7～10天 1次 ，连续 2～3次。 

3 采收 

植株高达 30 cm以上时可采收。由于水芹不耐 

贮存，应随收、随整理、随时供应市场。整理时除去 

下部黄叶和植株上牵挂 的杂物 ，剪去茎上的须根 ， 

清洗后按大小分级扎把上市。 

4 留种 

选性状优 良、株高适 中、茎秆 粗壮 、节间短 、腋 

芽较多且健壮 、根系发达 、无病虫害的植株作种株 ， 

于初冬或早春 2月下旬至 3月上旬栽植 ；留种 田应 

靠近水源、能排易灌、管理方便、肥力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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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片复叶一般只分化 5片小叶，这有别于其他繁殖材 

料产生的小苗，从第二片叶起叶片形态转为正常。当 

60％的种子出苗时即可分批进行大田移栽，株行距为 

20 cmx40 cm，667 m 定植 1．2万～1．5万株苗。移栽后 

注意保持充足的水分和良好的遮荫条件。播种种子单 

芋重 180 g，最大芋重 600 g，当年可发生 3-7片复叶。 

1．3 技术优势 

通过种子繁殖途径繁殖种芋，大大提高了种芋繁 

殖倍数，克服了球茎繁殖过程中病毒积累严重的问 

题 ，所生产的种芋是最理想的继代繁殖材料，可作为 

种芋扩繁中的一代种。该技术的应用拓宽了红魔芋种 

芋繁殖途径 ，为红魔芋繁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 珠芽繁殖技术 

2．1 材料的采收 

红魔芋叶片顶端会产生多个气生小球茎——珠 

芽，一般为 4～10个，多的达 17个 ，2-4龄不开花的球 

茎产生的珠芽较多较大，1龄球茎产生的珠芽较小，且 

第一片叶产生的珠芽最大 ，多数重 8-25 g，最大重 

65 g。珠芽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由于太阳的辐 

射，表皮略显粗糙 ，种皮 比地下块茎要厚，较耐储运， 

珠芽周边有很多芽眼，同时，由于它生长于植株的顶 

端，病毒携带率较低 ，是很好的繁种材料。大苗黄化倒 

苗时珠芽就会自然脱落，是珠芽的最佳采收期。采收 

后的珠芽稍作晾晒 ，置于阴凉 、干燥 、通风 良好的地方 

保存，可覆盖稻草防止霜冻。 

2-2 催芽处理 

在热区，2月气温开始回升后即可进行催芽处理， 

处理模式为“稻草一细沙一种芋一细沙”。种芋摆放 1～ 

2层 ，铺上细沙后用黑色地膜覆盖 ，提高地温，保持湿 

度。两周以后 ，种芋开始发芽，幼芽通常从球茎的侧边 

长出，其基部和顶端不会发生。当 60％以上种芋发芽 

后即可大田移栽，移栽过程中注意保持芽的完整性， 

株行距视种芋的大小而定，可以适当密植 ，667 m 下 

种量 0．8万～1．2万粒。珠芽种芋当年可发生 3-5片复 

叶，采收时平均单芋重 400 g，最大芋重 1 200 g。 

2-3 技术优势 

珠芽繁殖途径、繁种程序简单 ，操作方便 ，种芋增 

长倍数大 ，繁殖系数大。同时，由于魔芋珠芽生长在植 

株的顶端，病毒积累少 ，种芋带病率低，可作为种芋繁 

殖中的一代繁种材料 ，具备种子繁殖材料的优点。 

3 切块繁殖技术 

3．1 繁殖材料的选择 

选好切块材料是开展切块繁殖工作 的关键 ，切块 

材料的选择以降低病毒积累量为标准，以扩大种芋繁 

殖系数为目的。切块材料应选择健康 ，无任何病害、虫 

害，芽眼较多的球茎 ，最好是以种子、珠芽繁殖 中大于 

150 g的一代种作为切块繁殖材料。667 m 播种量 0．6 

万～0．7万粒 ，经过一年扩繁后可生产二代种芋 2 500～ 

4 000 kg。 

3-2 技术要点 

种芋切块时以创面最小 、芽眼保护最有效为原 

则。切块大小以50-100 g为宜，切块要在阳光下晾晒 

1～2天 ，让创面失水收缩 ，防止细菌滋生 ，小于 50 g的 

切块不宜暴晒，可以阴干处理。切块遇到烂种时，刀具 

要经过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处理，避免病菌交叉感染。 

3-3 催芽处理 

催芽方法与珠芽材料一样 ，但要注意切块材料应 

该稀置，不宜堆放，切块之间避免伤口相互接触。 

4 整芋繁殖技术 

整芋繁殖是通过挖大留小、弃劣留优的方式直接 

繁殖生产种芋 ，该方法简单可行 ，是民间种芋繁殖中 

最常用的繁种方式。150 g以下的一代种芋和生产中 

的健康小种芋适宜应用该方式繁殖种芋，同样采用先 

催芽再移植的方法 ，视种芋的大小适 当安排株行距， 

667 m 播种量 0．5万～0．7万粒 ，经过一年扩繁后可生 

产二代种芋4 500 kg左右。 

5 组培繁殖技术 

据谢庆华等人的研究表明，红魔芋的花穗、叶柄 、 

球茎等器官均可作为外殖体。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MS+BA 0．2～2．0 mg／L+NAA 0．0 1～0．2 mg／L，培养基的 

蔗糖浓度为 3％。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为 MS+BA 0．5～ 

1．0 mg／L+NAA 0．1～0．5 mg／L，蔗糖浓度为 3％。不定芽 

增殖培养基为 MS+BA 0．8～1．2 mg／L+NAA 0．1 mg／L， 

蔗糖浓度为 3％，琼脂浓度为 0．6％。微球茎诱导培养 

基为 MS+BA 0．8-2．5 mg／L+NAA 0．05-0．5 mg／L，蔗糖 

浓度为 3％。叶柄切段生长 、诱导培养基为 MS+IBA 

0．5-1．0 mg／L，蔗糖浓度 2％。 

笔者认为，在生产 中，开展种子繁殖 和珠芽繁殖 

是生产一代种芋的最佳繁殖手段 ，以该一代种作为扩 

繁材料，结合切块繁殖和整芋繁殖发展生产用种，最 

大化地降低病毒积累量 ，提高种芋繁殖系数 ，是开展 

红魔芋种芋繁殖时最有效的繁种途径。在整个繁种和 

生产过程中，应避免连作 ，推广 “魔芋一林果”、“魔 

芋一玉米 、甘蔗”等套种技术 ，营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 

提高种芋产量和品质，提高土地复合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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