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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脱毒方法对新疆大蒜的脱毒效果比较试验
董 瑞1，唐式敏2，高 杰1*

(1. 新疆农业大学林学与园艺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2. 伊犁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研究 2 种脱毒方法对新疆大蒜的脱毒效

果，为进一步完善新疆白皮蒜和红皮蒜的脱毒快繁

体系提供依据。采用热处理结合茎尖组培、热处理

结合气生鳞茎的鳞茎盘组培等方法进行脱毒试验。

结果表明，MS 培养基添加 1.7 mg/L 左右的 6-BA
和 0.3 mg/L 左右的 NAA 有利于新疆白皮蒜与红皮蒜

的茎尖组织培养。茎尖组织脱毒培养时以 0.5 mm 大

小的茎尖成活率高，脱毒率可达 100%。白皮蒜与红

皮蒜气生鳞茎的鳞茎盘组培的脱毒率分别为 58% ～

86% 和 54% ～ 85%。新疆白皮蒜和红皮蒜茎尖组织

培养脱毒效果优于气生鳞茎的鳞茎盘组织培养脱毒，

茎尖脱毒时剥取茎尖的大小以 0.5 mm 的脱毒率可达

100%，气生鳞茎通过鳞茎盘组织培养也具有一定的

脱毒效果，设想可将气生鳞茎与茎尖组培结合起来

脱毒，剥取的茎尖大小可以大于 0.5 mm，这样可以

提高茎尖组织培养的效率而又不影响脱毒率，并且

可将生产周期缩短为 1 ～ 2 年。

关键词：大蒜；脱病毒；茎尖；气生鳞茎；鳞

茎盘

大蒜（Allium sativum L.）为百合科葱属植物，

原产欧洲南部和中亚，由于其具有较高的经济、营

养价值，深受消费者青睐，因此在中国广泛栽培，

并且是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 [1-2]。大蒜主要利

用鳞茎进行无性繁殖，繁殖系数低、生产成本较高。

同时，病毒极易通过种蒜传播积累并逐代加重，使

大蒜的品质和产量下降，严重制约了大蒜产业的发

展 [3-4]。目前，大蒜脱毒主要使用大蒜茎尖离体培

养技术进行脱毒，但是茎尖培养对剥取的茎尖大小

要求较为严格，操作较为复杂 [5-6]。因此，寻找较为

简单有效的脱毒方法是大蒜脱毒的重要环节。大蒜

的气生鳞茎有自然脱毒的能力，但是不能完全脱毒。

赵礼明等 [7-8] 利用大蒜气生鳞茎进行大蒜的脱毒与

复壮，产量可以提高 30%～50%，但是生产周期较长，

一般需要 2～3 年才能量产。目前，大蒜脱毒的主

要方法是茎尖离体培养，通过不同大小的茎尖，不同

预处理温度，不同激素配比对茎尖成苗的诱导等进行

大蒜脱毒，并且研究的较为全面 [6,9-10]。笔者通过对

比大蒜鳞茎茎尖组织培养和气生鳞茎的鳞茎盘组织

培养的脱毒效果，探讨将气生鳞茎脱毒与剥茎尖脱

毒结合起来脱毒的可行性，以降低大蒜鳞茎脱毒培

养直接剥取茎尖的操作难度，提高脱毒效率，缩短

生产周期，提高繁殖效率，寻求新疆白皮蒜和红皮蒜

的气生鳞茎以及茎尖的组织培养技术及结合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通过休眠的新疆红皮蒜和白皮蒜种

蒜以及种蒜当年产生的气生鳞茎。

1.2 试验方法

1.2.1 大蒜鳞茎茎尖的组织培养

以 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

浓度的 6-BA 和 NAA，具体激素配比见表 1。培

养基均添加蔗糖 30 g/L、琼脂 7 g/L，灭菌前 pH
调为 5.8～ 6.0，在 121 ℃（1 kg/cm2）高温高压锅中

灭菌 20 min 后使用。

接种前先将种蒜在 37 ℃的恒温箱中进行高温钝

化病毒处理，处理 30 d[11]。处理结束后将种蒜剥去

外皮在洗衣粉溶液中浸泡 10 min，用刷子清洗表面，

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1 h。接种时，先用 70% 乙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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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20 ～30 s，用无菌水冲洗 3 次，接着用 0.1% 升汞

消毒 5～10 min，用无菌水冲洗 5 次，吸干表面水分，

在培养皿中剥茎尖，切取茎尖大小分 3 个档次：0.2～
0.3 mm、0.5 mm、0.5 mm 以上。每瓶接种 1 个茎尖。

培养温度为（25±2）℃，光照为 16 h /d，光强为

1 500 ～2 000 lx。
1.2.2 气生鳞茎的鳞茎盘组织培养

以 M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6-BA 和

NAA 的浓度参照前期试验结果（表 2）[12-13]。培养

基均添加蔗糖 30 g/L、琼脂 7 g/L，灭菌前 pH 调

为 5.8～ 6.0，在 121 ℃（1 kg/cm2）高温高压锅中灭

菌 20 min 后使用。

接种前先将气生鳞茎在 37 ℃的恒温箱中进行高

温钝化病毒处理，处理 30 d[11]。处理结束后将气生

鳞茎剥去外皮在洗衣粉溶液中浸泡 10 min，用刷子

清洗表面，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1 h。接种时，先用

70% 乙醇消毒 20 ～ 30 s，用无菌水冲洗 3 次，接

着用 0.1% 升汞消毒 5 ～10 min，用无菌水冲洗 5
次，吸干表面水分，在培养皿中切取鳞茎盘，置

于配制好的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1 个气生鳞茎的

鳞茎盘。培养温度为（25±2）℃，光照为 16 h/d，

光照强度为 1 500 ～2 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蒜鳞茎茎尖组织培养的脱毒效果

2.1.1 不同激素配比对大蒜茎尖组织培养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当 6-BA 浓度低于 1.0 mg/L
且 NAA 浓度大于等于 1.0 mg/L 时，白皮蒜和红皮

蒜均只生成愈伤组织而不发育不定芽。不同配比下

发生的愈伤组织形成率不同，愈伤率随着 NAA 浓度

的增高先上升后下降。而当 6-BA 浓度达1.7 mg/L且

NAA 浓度大于等于 1.0 mg/L，或者只添加 1 种激

素时，白皮蒜和红皮蒜茎尖均不发育。由此可以看出，

6-BA 浓度低于1.0 mg/L而 NAA 浓度高于1.0 mg/L 的

培养基不利于新疆白皮蒜和红皮蒜的茎尖产生不定

芽。这与其他地区大蒜茎尖组织培养的激素浓度

差异较大，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

所冯缨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 [5-6,9-10,14]。根据

发育情况，MS 培养基中添加 1.7 mg/L左右的 6-BA
和 0.3 mg/L左右的 NAA 有利于培育新疆白皮蒜和

红皮蒜茎尖不定芽。

2.1.2 大蒜鳞茎茎尖组织培养的脱毒效果

脱毒效果利用美国 agdia 公司生产的 DAS-
ELISA 洋葱黄矮病毒诊断试剂盒检测。用酶标仪在

表1 茎尖培养基激素配比

处理 NAA/(mg/L) 6-BA/(mg/L)
1 0 1.0
2 0.1 0.5
3 0.2 0.5
4 0.3 0.3
5 0.3 0.5
6 0.3 1.0
7 0.3 1.7
8 0.5 2.0
9 1.0 0
10 1.0 1.0
11 1.0 2.0
12 1.7 0.3
13 1.7 1.7
14 2.0 1.0

表2 鳞茎盘培养基激素配比

品种 NAA/(mg/L) 6-BA/(mg/L)
白皮蒜 2.0 7.5
红皮蒜 1.8 7.5

表3 不同激素配比对大蒜茎尖组织培养的影响

处理 白皮蒜 红皮蒜

愈伤

率 /%
不定芽

发生率 /%
愈伤

率 /%
不定芽

发生率 /%
1 0 0 0 0
2 0 0 20 20
3 20 0 20 0
4 80 0 80 0
5 80 0 100 0
6 100 20 100 0
7 100 40 100 40
8 100 20 100 20
9 0 0 0 0
10 100 0 100 0
11 0 0 0 0
12 20 0 20 0
13 0 0 0 0
14 0 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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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nm下测得数值后，根据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的

数值量化病毒含量，求得脱毒率。由表 4 可以看出，

大蒜鳞茎剥取茎尖进行组织培养时，当茎尖大小为

0.2～ 0.3 mm 时，白皮蒜与红皮蒜的茎尖由于太小

发育均不理想，所以没有测得脱毒率。当茎尖大小

为 0.5 mm 时，白皮蒜与红皮蒜茎尖发育良好，均

可以完全脱毒。当茎尖大于 0.7 mm 时，由于种蒜

病毒含量的不同，以及切取茎尖大小的差异，白

皮蒜的脱毒率为 46% ～ 87%，红皮蒜的脱毒率为

51%～84%。因此，大蒜鳞茎直接剥取茎尖脱毒选

择 0.5 mm 大小比较适宜，而当茎尖大于 0.7 mm 后，

脱毒效果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不能保证完全脱毒。

2.2 气生鳞茎鳞茎盘组织培养的脱毒效果

由表 5 可知，利用气生鳞茎鳞茎盘直接进行组

织培养脱毒，白皮蒜脱毒率为 58%～ 86%，红皮蒜

脱毒率为 54%～ 85%。其脱毒率高低与种蒜的病毒

含量有关，种蒜病毒含量较高，气生鳞茎鳞茎盘组

培苗的病毒含量就高，反之则会降低。

3 讨论

3.1 大蒜鳞茎茎尖脱毒效果

大蒜鳞茎直接剥取茎尖脱毒的效果与剥取茎

尖的大小关系密切，0.5 mm 大小的茎尖脱毒率可

达 100%，能够满足白皮蒜和红皮蒜的脱病毒要求。

当剥取茎尖小于 0.3 mm 时，组织培养的困难较大，

不容易成活。而当剥取的茎尖大于 0.7 mm 时，脱

毒率开始降低，最低脱毒率只有 46%，不能满足脱

毒需求。

3.2 气生鳞茎鳞茎盘脱毒效果

大蒜气生鳞茎鳞茎盘组织培养脱毒效果与种蒜

本身携带的病毒含量有关。种蒜病毒含量较高，气

生鳞茎鳞茎盘组培苗的病毒含量就高；种蒜病毒含

量低，其组培苗的病毒含量就低。经过试验，气生

鳞茎鳞茎盘组培苗脱毒率为 54%～ 86%，波动幅度

较大，不能直接作为脱毒苗使用。

3.3 气生鳞茎与茎尖组培结合脱毒效果

大蒜剥茎尖脱毒对剥取茎尖的大小要求较高，

剥取太小不易成活，太大脱毒效果不理想。剥取适

当大小的茎尖较为费时、费力。而单独利用气生鳞

茎自然脱毒，也不能完全脱除病毒。由于传统只依

赖气生鳞茎自然脱毒时形成产量一般需要 2～3 年。

因此，根据试验结果可以设想将气生鳞茎与茎尖组

培结合起来脱毒。将成熟的气生鳞茎种植，待其生

长成独头蒜时，剥取其茎尖，由于气生鳞茎本身进

行了一次自然脱毒，其病毒含量较种蒜有所降低，

再剥取其茎尖，剥取的茎尖大小可以大于 0.5 mm。

这样可以将完全脱毒苗形成产量的时间缩短到 1～2
年，既可以提高剥取茎尖的效率，又不影响脱毒率。

4 结论

根据试验结果可知，适宜培育新疆白皮蒜和

红皮蒜茎尖不定芽的培养基配方为 MS 培养基添

加 1.7 mg/L左右的 6-BA 和 0.3 mg/L左右的 NAA。

大蒜鳞茎剥取茎尖脱毒时茎尖的大小以 0.5 mm 的

脱毒效果较好，脱毒率可达 100%。气生鳞茎的鳞

茎盘组培也有一定的脱毒效果，白皮蒜与红皮蒜的

脱毒率分别为 58% ～ 86% 和 54% ～ 85%。可尝试

将气生鳞茎与茎尖组培结合起来脱毒，剥取的茎尖

大小可以大于 0.5 mm，这样既可以提高茎尖脱毒的

效率，又不影响脱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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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巧包衣剂在玉米上的应用效果
高应奇1，陈世敏1，杨瑞霞1，高 慧1，陈雪荣2

（1. 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宁夏 彭阳 756500 ；2. 彭阳县城阳乡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宁夏 彭阳 756500）

摘要：为示范高巧包衣剂在玉米上的防虫、防

病、促进生长和增产效果，用高巧（30 mL）＋立

克秀（10 mL）对水 150 ～ 200 mL 处理玉米种子

5 ～ 6 kg。试验结果表明：玉米种子用高巧包衣

后能有效防治地下害虫，提高保苗率，对玉米大

斑病的控制效果较好，可增加玉米籽粒百粒质量，

提高产量，建议于大田推广。

关键词：玉米；高巧；包衣；病害；产量

高巧是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 60% 吡虫啉悬浮种

衣剂，高效、低毒，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玉米、马铃薯、

小麦等作物的包衣处理，起到防虫、抗病和增产的

作用。为确定高巧种衣剂在玉米上的应用效果，笔

者进行了不同种衣剂包衣对比试验，示范高巧包衣

剂在玉米上的使用效果、使用技术及注意事项，以

全面掌握高巧包衣玉米的使用技术及注意事项，拟

达到增产、防病虫害的目的，为今后大面积推广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为高巧＋立克秀、常规种衣剂。供试

玉米品种：登海一号。

1.2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设在彭阳县新集乡白河村川地，无灌溉

条件，土壤为黑垆土。土壤基础理化性质：pH 为

8.54，有机质含量 11.4 g / kg，全氮为 0.81 g / kg、
碱解氮 57.32 mg/kg、有效磷 12.34 mg/kg、速效钾

208 mg/kg。前茬作物为地膜玉米。2012 年 4月17
日整地施肥，667 m2 基施磷酸氢二铵 20 kg、农家

肥 1 000 kg。4月18 日机械覆膜播种，28 日出苗。

667 m2 保苗 4 200 株。大喇叭口期 667 m2 追施尿素

15 kg。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试验设 3 个处理，3 次重复，各小区随机区组

排列，小区面积 12 m×10 m ＝ 120 m 2，总面积

1 080 m2。3 个处理分别是：处理 1：高巧 30 mL＋

立克秀 10 mL，包衣玉米种子 6 kg。处理 2：常规

种衣剂包衣。处理 3：无种衣剂包衣（空白对照）。

1.3.2 拌种及播种

在播种前 3 d（4月 15 日）进行拌种，用高巧

30 mL＋立克秀 10 mL 对水 150 mL，将药液稀释，

边喷洒边搅拌，使籽粒着药均匀，摊开阴干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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