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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组培技术试验示范 
侯丹英 李书民 李 俊 王敏珍 刘润妮 

(陕西省商洛农业科学研究组培脱毒中心 商洛 726000) 

摘要：本试验研究了组培魔芋在我市引进工厂化扩繁及栽培生产情况，通过魔芋的种苗、子芋、大 

田生产的形态特征、物候期、抗逆性等一系列试验，结果表明：组培花魔芋在我市生长良好，抗逆性 

强、植株矮化，适于间套，产量明显高于本地魔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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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是当前种植业中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之 
一

，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朝阳产业”。块茎中所含的葡 

甘聚糖能有效阻止人体对糖、脂、胆固醇的过量吸 

收．对心血管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具有预防和治疗 

作用，同时在工业上作为原料被广泛应用。我市种植 

魔芋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及气候条件．是魔芋最佳 

适生区之一，具有悠久的种植史。但在长期种植过程 

中，由于受软腐病、白绢病、连作障碍及种性退化等 

影响，造成减产或绝收现象时有发生。据我们调查， 

本市魔芋综合发病率为 21．5％，每年因软腐病、白绢 

病危害造成的减产达 3成以上，有的高达 8成甚至 

绝收．严重制约了我市魔芋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解决我市魔芋生产退化及病害问题，2005年 

我们从云南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引进魔芋组培技术及 

组培种苗 1000瓶、5000多株，开展了魔芋组培快繁、 

子芋工厂化生产的试验研究及生产工作。现将近年 

试验示范工作小结如下： 

1 参试品种与地点 

参试品种：云南组培花魔芋：试验场地 ：商洛农 

科所组培中心实验室、13光防虫网室：示范地点：山 

阳十里 、镇安木王。 

2 试验方法 

2．1 组培苗扩繁 

2005年将引进的组培苗主要采用 MS+6BA(1mg／ 

L)+NAA(1mg／L)+琼脂作培养基，接人 2—3粒增殖块 ， 

接种后立 即移入培养室进行培养 (8h，15001x，25 4- 

2℃)，3～5个月后，待苗高4cm，3-5条根，约 2cm长， 

即可进行移栽。2006～2007年我们针对魔芋增殖体在 

琼脂培养中生长速度慢、褐化死亡率高、净增量低的 

问题，相继展开了液体+固垫物及淀粉+琼脂培养基 

的试验研究。 

2．1．1 液体培养试验研究 通过对 7种同配比同体 

积不同固垫物培养基的试验研究，在 MS+6BA(1mg／L) 

+NAA(1mg／L)+普通卫生纸、珍珠岩、脱脂棉的培养基 

生长良好，褐化死亡率相对较低，其余生长不良。 

2．1．2 淀粉应用试验研究 以5种同配比同体积培 

养基内加不同的支持物．淀粉在魔芋组培上替代琼 

脂应用，增殖块在 MS+6BA(1mg／L)+NAA(1mg／L)+琼 

脂(2g／L)+淀粉(60g／L)+蔗糖(20g／L)为较理想的配 

比。能同比营养充足，实惠，生长良好，培养基制备、 

分装及接种相对比较容易，褐化死亡率相对较低。 

2．2 子芋工厂化生产 

利用商洛农科所 2彝、5#日光防虫网室。 

2．2．1 苗床准备 将温室用 24砖 4层 隔成 6mx 

对 2，4-D较敏感的缘故，但其作用没有 BA的作用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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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的畦 ，下铺 60目的防虫网 ，上铺 20～40目的蛭 

石约 20cm．每畦施多元复合肥 0．5kg拌匀后，作子芋 

工厂化生产的基质苗床。 

2．2．2 炼苗、移栽 将瓶苗封口膜打开，整齐的排放 

在准备好的苗床上．盖上薄膜 ，保温保湿，炼苗 6d后 

移栽。按照行株距为 20cm~20cm，深约 10cm，穴栽， 

后整平浇水。 

2．2．3 栽后管理 缓苗期．用 70％遮阳网遮阳，温度 

控制在 24～28℃，湿度在 95％～100％，随后逐渐降低 

湿度。水分视基质干湿度而定，一般5～7d均匀轻喷 1 

次。出苗后视苗情酌情追肥，一般采用液肥，8～10d 1 

次。每 7d喷 1次 5万单位的农用链霉素，预防细菌 

感染。 

2．2．4 适时收获 11月上旬．植株下部叶片变黄后 

适时收获．收获前一周停止浇水，晾晒 2～5d后收获 

微型子芋，收后晾晒，分级，入库储藏。下年进行子芋 

的增量扩繁 。 

2．3 大田栽培试验 

2．3．1 试验地选择 试验地设在镇安县木王镇月坪 

村 1组。土层较厚、排水良好、富含腐殖质的砂壤土， 

于冬前耕翻，整细耙平。春季4月上旬结合耕翻每亩 

1．3m左右的高畦。畦问开排水沟。试验设 3次重复， 

一 字排列，每小区 20 m 。 

2-3．2 播种管理 选组培种芋(M)、当地种芋(CK)， 

种芋约 100g。于 4月上旬播种，按 45x30cm穴播，每 

小区播 148株，播后上覆 5-6cm细土。播后加强管 

理，及时除草。当苗高 20～30cm后，酌情追肥，一般亩 

追施尿素 10kg，全生育期加强遮阳与排水及病虫害 

防治。试验结果见表 3。 

2．4 大田示范栽培 

示范点设在山阳十里、镇安木王镇各 50亩。于 

2007年春季 4月 3日播种 ，播种及管理同大田栽培 

试验，与玉米间套。其结果见表 4 

3 结果与分析 

3．1 试验记载 

3．2 试验示范结果 

通过我们 2006～2007年两年的大田试验，2007 

年的大田示范种植。从表 l～4结果看，云南组培花魔 

芋植株生长势强，出苗率高(增加 7．6％)、叶柄粗壮， 

株高40～45cm，生育期 200d，较当地魔芋生育期短 

5d，商品率高 34．6％，对白绢病、软腐病抗性强，发病 

率降低 300％，测定平均亩产量为 3918．6kg，较本地 

施人 30kg复合肥和 3000kg腐熟厩肥或堆肥，作成宽 品种高 65％，植株相对较矮(20．4cm)，适于间套。 

表 1 物候期对 比 

品种 叶柄 茎颜色 叶色 花 株高(em) 叶幅(em) 叶柄径(cm) 结芋数(个) 

4 结论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对比及分析，云南魔芋各性 

状都优于本地品种，且产量高，比本地魔芋抗病性 

强，生长势也较强，植株矮化，适于间套，且球茎与全 

株重量比较本地高．经济效益较高，建议我市及陕南 

地区作为魔芋产业开发的支柱品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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