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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seed propagation system of sweetpotato in China, some problems occurred, 
such as serious ageing and degeneration, high prices and poor quality of seeds, and the slower 
rates of seed marketing.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above,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of the scale 
production for sweetpotato seed storage root in HuangHuaiHai sweetpotato planting region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basis of the experiments for years in this paper. The regulation 
includes cultivar introduction, high-speed multiplying of sweetpotato seedling, seed root re-
production, seed root harvest and safe storage. Through the regulation, the propagation coeffi-
cient of seed sweetpotato root could be increased to more than 1000 times, which could b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decreas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extend usage life of seed 
root of sweet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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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甘薯传统良种繁育体系功能弱化，品种混杂、老化和退化严重，种薯价格高、质量差，良种推

广速度慢等问题，在多年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淮薯区甘薯种薯规模化生产技术规

程，包括引种、薯苗高倍快速繁育、繁种田制种、种薯收获及安全贮存等，可使种薯规模化生产的繁殖

系数提高到1000倍以上，有利于保证种薯质量，降低种薯生产成本，延长良种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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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甘薯起源于南美洲[1]，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2]。甘薯常年种植面积约 460 万 hm2，鲜薯产量约 1.2
亿吨/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 69.4%和 84.6%；是我国重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在我

国粮食作物中，仅次于水稻、小麦和玉米，居第四位；中国甘薯分布很广，南起南海诸岛，北至内蒙古，

西北达陕西、陇南和新疆一带，东北经辽宁、吉林已延展到黑龙江南部，西南抵藏南和云贵高原，其中，

四川盆地、黄淮海、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是甘薯主产区[3]。在我国甘薯品种区域试验中，把我国的

甘薯产区划分为北方、南方和长江流域等三大薯区。 
选用优良品种是甘薯生产上经济而有效的增产措施[4]。甘薯是以无性繁殖为主的作物，虽然比其它

有性繁殖作物变异较小，但所有甘薯良种都属杂种后代，是相当复杂的遗传基因杂合体[5]。在不同环境

条件(土质、肥力、气候等)下，为适应外界条件，有利于繁殖和生存，甘薯不断发生变异和退化，同时易

受多种病害侵染，如能逐代相传的花叶、皱缩、丛生矮化等病毒的为害而威胁生产。因此，为保护甘薯

良种的纯度和种性，利用甘薯再生力强的特点，加速繁殖无病种薯，是甘薯种薯生产的重要措施。 
目前，我国甘薯种薯繁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传统良种繁育体系功能弱化，品种混杂、老化和退

化严重；二是用种量多，繁殖倍数低。甘薯是块根作物，一般亩用种薯 50 kg~75 kg，产鲜种薯 1500 kg~2000 
kg，繁殖系数为种薯重量的 30~40 倍。由于用种量多，产种量少，延缓了甘薯良种的推广周期，阻碍了

良种推广的速度；三是种薯认证制度缺乏，种薯生产检测体系不完善，种薯质量检查无硬性规定，无法

保证种薯质量；四是种薯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市场风险高，经济效益却较小。市场以农户为种

薯繁育主体的单位过多过滥，种薯良莠不齐，坑农、害农现象层出不穷。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短期内大批量生产出价格适中，优质足量的薯种，是甘薯良种推广过程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多年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本文总结提出了黄淮薯区甘薯种薯规模化生

产技术规程，使种薯规模化生产的繁殖系数提高到 1000 倍以上，有利于保证种薯质量，发挥良种增产作

用，延长良种使用年限，降低种薯生产成本和种薯价格，有利于加快良种的推广普及速度，促进我国甘

薯产业良性健康发展。 

2. 引种 

源头种薯(苗)的质量是保证甘薯种薯规模化生产的首要关键环节，必须严把质量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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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进通过审定(鉴定)的品种 

只有通过严格的区试及审鉴定程序并审定通过的品种才能称为新品种。引进未经审鉴定的品种会给

生产、加工带来隐患，故在引种时应查阅有关证书，选择经过审鉴定的品种，同时签订购种合同，保存

相关资料，避免质量纠纷。 

2.2. 选择适宜当地生产的品种 

根据用途甘薯可大体分为淀粉型、食用型、食品加工型、菜用薯等多种不同类型。引种前应充分了

解品种的类型，结合自身加工及市场的需求，确定引进品种。此外，不同薯区所选育的品种其适宜区域

不一，跨区种植产量和品质缺乏保证，故宜从相似的薯区引进种薯，确保产量和品质的稳定性。 

2.3. 引进高质量的脱毒原原种 

目前，甘薯 SPVD 病毒病已成为严重威胁甘薯产业发展的病害，进行甘薯种薯规模化生产繁育，首

先必须保证繁育的源头种薯不带 SPVD 病毒，由于甘薯病毒检测比较复杂，一般单位和个人缺乏必要的

检测设施和条件，不能保证引进种薯的脱毒质量。因此，在脱毒甘薯生产、经营、管理还不规范的情况

下，最好从确有质量保证的科研和种子管理部门引进脱毒原原种薯。对引种单位要进行实地考察，了解

其生产情况，有条件者可采集部分样品做进一步检测。 

2.4. 严格植物检疫，严禁从疫区调种 

目前黄淮甘薯产区病毒病、根腐病、茎线虫病、根结线虫病发生严重，已由区域性病害变成了普遍

性病害，给甘薯生产造成极大损失。甘薯引种时，要严格种子检疫制度，严禁从疫区引种，防止检疫性

病虫传入。 

3. 薯苗高倍快速繁育 

不同育苗方式对甘薯种苗质量影响很大[7]，最佳途径是在 2~5 月份采用火坑、电炕、太阳能温床等

进行加温育苗，温棚双膜栽培快速繁苗，采苗圃覆膜栽培等薯苗三级高倍快速繁育技术[8] [9]，创造适宜

薯苗快速生长的环境条件，延长采苗期，尽量高倍繁育薯苗。 

3.1. 温床一级育苗 

2 月中旬开始建火炕或电热温床，当床温升至 35℃时，开始排种。种薯质量应符合 GB 4406 的规定。

选取具有原品种特征，薯形端正，无冷、冻、涝、伤和病害的薯块，单块大小为 150 g~250 g。用 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600 倍药液浸种 3 min~5 min 或用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200 倍~300 倍药液

浸种 10 min，浸种后立即排种。一般每 m2排种薯 5 kg~10 kg，稀疏均匀，大薯放中间，小薯放两边，上

齐下不齐。排完后，每 m2 用 30%吡虫啉悬浮剂 15 ml~20 ml，浇 30℃左右温水，待水渗下后，盖熟碎园

土 1 cm~2 cm 厚。前期(排种至出苗)床温维持在 30℃~35℃，中期(出苗至打顶心) 25℃~30℃，后期(打顶

心至剪苗) 22℃~25℃。当薯苗长到 8 片~10 片叶时，摘心，促进腋芽萌发，3 d~5 d 后，采用苗床高剪苗

方式剪成每段 3 节的叶节苗，栽到温棚进行二级繁育。剪苗后，苗床浇水追肥，进行第二轮苗床管理。 

3.2. 温棚二级繁苗 

选择背风向阳，土壤肥沃，水浇条件好，无病虫害的地块建立太阳能温棚。3 月份可将加温苗床上

剪下的叶节苗在双膜塑料大棚内扦插快繁。4 月份可将叶节苗在单膜塑料大棚或小拱棚内扦插快繁。垄

距 20 cm~30 cm，株距 5 cm~8 cm，沟深 10 cm~15 cm，棚温维持在 25℃~30℃，勤浇肥水，促苗生产。 



王庆美 等 
 

 
160 

3.3. 露地采苗圃三级繁苗 

4 月中下旬选土质肥沃疏松，浇水方便的无病菜园土，亩用纯氮 20 kg~30 kg，与土壤充分混匀后建

成精细平顶小垄，垄距 40 cm~50 cm，垄顶宽 20 cm，沟深 15 cm，先覆地膜压实，后移栽。秧苗长 10 cm~15 
cm，栽前先用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300 倍~500 倍药液泡苗基部 5 cm 处 10 分钟，单垄双行三角形

栽插，株距 20 cm~30 cm，穴施 30%吡虫啉微胶囊 500 ml/666.7m2，栽后浇足水封窝压实，一般在 5 月

10 日前结束。返苗后，要因时因地因苗情，适量追肥浇水。根据薯苗长势 4 叶~5 叶时打顶摘心，促腋芽

生长成苗，供剪苗扦插繁种田用苗。 

4. 繁种田制种 

4.1. 繁种田选择 

繁种田尽量选择气候冷凉地区，周围无高大障碍物，通风透光良好，蚜虫和粉虱较少，要求周边 1000 
m 内无商品甘薯种植，所用地块土层较厚、砂性土质、排灌方便，至少 5 年以上没种过甘薯，无茎线虫

病、根腐病、黑斑病和小象甲。 

4.2. 抢时栽插 

麦收后，抢时整地起垄，起垄时每 666.7 m2撒施 3 kg~5 kg 5%辛硫磷或毒死蜱颗粒剂，防治地下害

虫。根据土壤肥力条件每 667 m2施有机肥 2000 kg~3000 kg 或纯氮 2 kg~3 kg，硫酸钾 15 kg，过磷酸钙

30 kg。选用 15 cm~20 cm 长的源于采苗圃的蔓头苗，既发挥顶端优势，又减轻病虫害传播。前期扦插宜

平浅，争取单株多结薯;后期扦插宜直栽，争取单薯块大些。栽后穴施 30%吡虫啉微胶囊 500 ml~800 ml/ 
666.7 m2防止蚜虫和飞虱等传毒媒介。繁种用甘薯扦插密度较高，根据品种特性一般每 667 m2 栽 4500 株

~6000 株左右。扦播期越早越好，最迟不晚于 7 月 30 日。 

4.3. 田间管理 

种薯繁育田常规田间管理主要为栽后 1 周内及时查苗补苗，防止缺苗断垄；及时中耕除草，茎叶封

垄前中耕 2 遍~3 遍，消灭杂草。初次中耕的深度为 6 cm~7 cm；第二次为 3 cm 左右；第三次只刮破地皮。

中耕时，垄底深锄，垄背浅锄，防止伤根，保持垄形；生长期间一般不浇水，若遇久旱不雨，可适当轻

浇。若遇涝积水，应及时排水，增加土壤通透性。肥水条件好的地块，生长中期遇上阴雨连绵天气，地

上部易徒长，尽早用生长调节剂控制旺长。可于栽后 50 d 左右视生长情况，选择晴天下午无风天气，每

666.7 m2用 5%烯效唑 25 g~50 g 均匀叶面喷施。隔 5 d~10 d 喷施 1 次，连喷 3 次。 

4.4. 病虫防控 

病虫防控是决定种薯质量的最关键环节。种薯繁育过程中按上述规程操作可有效控制甘薯根腐病、

茎线虫病和黑斑病的危害。但仍需严格控制病毒病的发生及传播。薯苗高倍繁育及种薯田种植过程中，

要勤检查植株生长发育情况，发现异常植株需及时清除。为控制蚜虫、粉虱等传毒媒介的危害，采苗圃

和种薯繁育田尽量设置粘蚜板。栽苗时穴施 70%吡虫啉粉剂 120 g~150 g 或 30%吡虫啉微胶囊 500 ml~600 
ml，生长发育过程中苗期喷洒 1000 倍~1500 倍 3%天达啶虫脒乳油液，成株期喷洒 1500 倍~2000 倍 3%
天达啶虫脒乳油，每隔 10 d 左右喷洒一次。 

5. 收获与安全贮存 

5.1. 收获时间及要点 

种薯因需长期安全贮存，必须做到及时收获。当地霜降前，日平均气温达到 12℃~15℃时，选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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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及时收获。收获时要轻刨、轻装、轻运、轻放，防止破伤。收获后经田间晾晒，当天下午入窖，

尽量避免室外过夜。 

5.2. 包装运输 

种薯应采用筐、箱、袋等容器装运，包装物上应挂有标签(标签上注明品种名称、数量、种薯级别、

产地以及检验签证等)。使用旧容器包装时，必须用肥皂水或磷酸皂药剂消毒。不同品种以及不同级别的

种薯一同运输时，严防混杂，包装外无法确认的种薯一律作杂薯处理。种薯运输过程中，还应防止机械

碰伤、防雨、防热、防 10℃以下冷害和冻害。 

5.3. 安全贮存 

5.3.1. 贮藏窖选择 
选择在背风向阳、地势高燥、地下水位低、土质坚实和管理运输方便的地方建窖。可根据当地条件

选择建设井窖、砖拱窖、大屋窖、崖头窖等各种贮藏窖类型。贮藏窖应有良好的通气设备，较好的保温

防寒功能，坚固耐用，管理方便。 

5.3.2. 贮藏窖的消毒 
种薯入窖前，新窖应打扫干净，旧窖应消毒灭菌。旧窖壁及窖底刮去 3 cm~4 cm 土层，并在窖底撒

一层生石灰，窖底铺上 6 cm~10 cm 厚干净细沙。清扫后每立方米空间用 20 g 硫磺，点燃后封闭 2 d~3 d
熏窖，之后放出烟气，然后用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500 倍~700 倍液喷洒杀菌。 

5.3.3. 入窖方法 
由外地调运的甘薯，按 GB 7413 标准和 GB 15569 标准进行严格的检疫后方可入窖。入窖甘薯应精

选，薯皮应干燥，无病薯、无烂薯、无伤口、无破皮、无冷害、无冻伤、无水渍、无泥土及其他杂质。

可采用薯块堆放、装透气塑料箱或网袋排放。薯堆整齐，防止倒塌。薯袋或薯箱堆放高度宜少于 6 层，

中间留 50 cm~70 cm 通道。 

5.3.4. 贮藏期管理 
贮藏期管理分 3 个阶段。种薯入窖后的前 20 d 为贮藏前期。以通风降温、散湿为主，薯堆内温度宜

稳定在 12℃~14℃，当薯堆温度达到 14℃时，应封盖窖口。甘薯入窖后 20 d 至次年立春为贮藏中期。随

气温下降，应适时开关窖门及气眼，必要时应采取加温措施，窖内温度宜控制在 10℃~14℃。根据品种

的储藏特性，控制窖内湿度，保持在 70%~95%为宜。立春以后至甘薯出窖为贮藏后期。应根据气温变化

情况调节温湿度。窖内温度高于 15℃时要打开气眼通风降温；若遇寒流，窖内温度低于 12℃时，应关闭

气眼，使窖内温度保持在 10℃~14℃之间。贮藏期间，应减少进窖操作次数，防止病害传染。 

5.3.5. 建立生产技术档案 
贮藏过程应详细记录产地环境、贮藏期间各阶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保存 2 年以上。 

6. 结语 

种薯是提高甘薯品质、产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种薯繁育在甘薯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作者

作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品种繁育岗位科学家，在多年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淮

薯区甘薯种薯规模化生产技术规程，为甘薯规模化生产提供足量优质的种薯，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作用，

延长良种使用年限，降低种薯生产成本和种薯价格，有利于加快良种的推广速度，促进我国甘薯产业稳

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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