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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半夏组培快繁与优良单株的选育水 

金银兵 杨宗岐 陈集双 
(浙江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 杭州 310018) 

摘要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实现了3种不同叶型三叶半夏的快速繁殖，并通过光合生理特征的比较 

对其优良单株进行了选育。结果表明：半夏能在分化培养基 MS+6．BA 1．0 mg／L +NAA 0．2 

mg／L+蔗糖 3％ +琼脂5．0 g／L和离体块茎诱导培养基(1／2 MS+IBA 0．03 mg／L+NAA 0．01 

mg／L+蔗糖5％ +琼脂5．0 g／L+AC 0．3 g／L)上快速扩繁，继代繁殖系数为 1：6．23，培养3个月 

后块茎的平均直径达0．88em。对其光合生理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三叶半夏是一种典型的阴生 

植物，其光饱和点为7001xmol·photons／s·m ；3种叶型的三叶半夏都存在着明显的光抑制现象， 

其中柳叶型最明显。在所选育的 11个单株后代中，以桃叶2号(T2)的净光合速率和产量最高， 

柳叶2号(L2)对强光的耐受力最强。经过 6个月的扩繁，获得优 良单株 T2和 L2离体块茎各 1 

万颗。在温州乐清实验基地中经过 1年的大田种植后获得优良单株半夏块茎各 100kg。 

关键词 三叶半夏 优良单株 扩繁 光合生理 产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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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半夏[PineUia ternata(Thunb．)Breit．]为天南 

星科 Araceae)半夏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一种名 

贵的中药材，以块茎入药，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 

痞散结等功效 0̈ 。近年来 国内外市场需求成倍增 

加 ，致使野生半夏资源由于多年盲 目采挖而遭到严 

重破坏并濒临枯竭 ；人工栽培又面临病毒侵染 ，种 

质资源退化等问题，致使产量和品质下降 ’ 。为满足 

市场用药及出口需求，开展优质半夏选育和人工栽培 

势在必行。因此，通过组织培养等现代生物技术选育 

高产优质的优良半夏新品种成为解决半夏的供需矛盾 

和保护现有野生资源的有效途径。 

三叶半夏是一个区域跨度很大的广布种，由于长 

期处于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居群遗传性状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改变，在种内居群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 

化现象 ，形成了具有一定生态适应性的种内类群， 

本草上就有竹叶型和芍药叶型半夏的记载。半夏叶形 

的变化复杂多样，各种类型叶片均可见到，几无规律可 

循，但最常见、种群数量最多的叶形主要有心形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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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圆叶型)，桃叶型(或椭圆叶型)和柳叶型(或线叶 

型)3种。不同叶型半夏在光合生理特征、产量和品质 

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狭叶半夏的生物碱含量就高于 

椭圆叶半夏  ̈，但形态与产量和品质之间的关系并不 

明了。 

植物的光合作用速率 (photosynthetic rate)是衡量 

绿色植物光合作用能力大小及其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 

指标。作物光合特性的研究，对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 

有着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从光合速率、叶绿素荧光参 

数及净光合速率等方面对 3种不同叶型三叶半夏的光 

合特性及产量进行了研究，并通过组织培养对优 良单 

株进行选育，以期为不同类型三叶半夏的栽培提供新 

的种质和理论根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收集地见表 1，收集后种植于浙江理工大 

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实验田。从 中选择长势比较旺盛的 

桃叶型(Peach leaf P．ternata)、柳叶型(Willow leaf P． 

ternata)、心叶型(cordate P．ternata)三叶半夏各 3株及 

中间型三叶半夏(GS，zJ)两株(图 1)，移栽于装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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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的 盆 钵 中 ， 待新 的 叶 片 出现 时进 行 组 织 培 养 扩 繁 。

表 1 1 1 个 三 叶半 夏 优 良单 株 的来 源

T a b l e 1 T h e s o u r s e o f 1 1 s u p e i o r i n d i v i d u a l 只 t e r n a t a

图 1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的 叶 片

F i g ． 1 T h e l e a f t y p e s o f P t e r n a t a

A ：W i l l o w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B ：P e a c h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

C ：C o r d a t e P ． t e r n a t a ；D
，

E ：M i d d l e t y p e P ． t e r n a t a

1 ． 2 三 叶半 夏 的 组 织 培 养 扩 繁

外植 体 选 择 幼 嫩 的 三 叶 半 夏 叶 片 与 叶 柄 ， 常 规 方

法 消毒处 理
⋯ ’ ” 0

后 以 生 产 离体 块 茎 的方 式 进 行 组 织 培

养扩 繁
” ⋯

， 改 进 的扩 繁 路线 如 下 ：丛 生 芽 诱 导 ( M S + 6 一

B A 1 ． 0 m # L + N A A 0 ． 0 2 m g ／L + 蔗 糖 3 ％ + 琼 脂 5 ． 0

g／L ) ；继 代 扩 繁 ( M S + 6 一 B A 1 ． 0 m g ／L + N A A 0 ． 2 m g／

L + 蔗 糖 3 ％ + 琼 脂 5 ． 0 g ／L ) ；离 体 块 茎 诱 导 ( 1 ／2 M S

+ I B A 0 ． 0 3 m g ／L + N A A 0 ． 0 1 m g ／L + 蔗 糖 5 ％ + 琼 脂

5 ． 0 g ／L + A C 0 ． 3 ∥ L ) 。

1 ． 3 三 叶 半 夏 的栽 培

将 扩 繁 获 得 的 离 体 块 茎 清 洗 干 净 后 晾 干 ， 于 3 月

底 分 别 采 用 盆栽 与 试 验 田 小 区 栽 培 。 盆 栽 基 质 为 市 售

的灭 菌 营 养 土 ；试 验 田 为 浙 江 杭 州 沙 壤 土 ， 种 植 前 深

耕 ， 施 肥 ， 采 用 行 距 1 5 c m
、 畦 宽 6 0 c m

， 中 间 开 沟 3 0 c m 。

出苗后 ， 按 常规 方 法 进 行 田 问栽 培
¨。

' “ ’
。

1 ． 4 三 叶 半 夏 叶 片 净 光 合 速 率 及 叶 绿 素 荧 光 参 数 的

测 定

出苗 3 个 月 后 ， 选 择 长 势 良好 的 三 叶 半 夏 进 行 光

合参 数 的 测 定 ， 每 种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选 择 1 2 株 ， 每 个 单

株 的后 代 选 择 4 株 。 三 叶 半 夏 叶 片 净 光 合 速 率 采 用 英

国 A D C 公 司 L c p r o + 型 便 携 式 光 合 作 用 测 定 系 统 进 行

测 定 。 设 定 温 度 为 2 5
~

C
，

C O
： 浓 度 为 4 0 0 Ix m o l ／m o l

，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为 5 0 ％ ～ 7 0 ％
， 应 用 L c p r o + 红 蓝 光 光 源 提

供 不 同 的 光 合 有 效 辐 射 强 度 ( p h o t o s y n t h e s i s a c t i v e

r a d i a t i o n
，

P A R ) ， 分 别 在 P A R 为 2 0 0 0
、

1 8 0 0
、

1 6 0 0
、

14 0 0
、

1 2 0 0
7

1 0 0 0
7

8 0 0 、 6 0 0 、
4 0 0 7

2 0 0 j 1 0 0 7 5 0 7

0 Ix m o l p h o t o n
�

m
。

�

s
。

下 测 定 半 夏 功 能 叶 片 的净 光 合速

率 ( m e t p h o t o s y n t h e t i c r a t e
，

P n )
¨‘川

。 叶 绿 素荧 光 参 数

用 德 国 W a l z 公 司 I m a g i n g
— P A M 叶 绿 素 荧 光 仪 进 行 测

定
” ⋯

。 相 对 电 子 传 递 速 率 ( e l e c t r o n t r a n s p o r t r a t e
，

E T R ) 、 光 化 学 淬 灭 ( p h o t o c h e m i c a l q u e n c h i n g ， q P ) 、 非 光

化 学 淬灭 ( n o n —

p h o t o c h e m i c a l q u e n c h i n g ，
N P Q ， q N ) 、 潜

在 量 子 效 率 ( p o t e n t i a l q u a n t u m y i e l d
，

F v ／F m ) 和 实 际 量

子 效 率 [ e f f e c t i v e q u a n t u m y i e l d o f p h o t o s y s t e m I I
，

Y

( I I ) ] 的计 算按 照 S t e m - V o l m e r 公 式
⋯ t

” ’
：

N P Q = ( F m — F m
’

) ／F m
， q N = ( F m — F m

’

) ／( F m - F o
’

) ，

Y ( I I ) = ( F m
’

一 F ) ／F m
’

，

E T R = ( △F ／F m
’

) X P F D x 0 ． 8 4 x 0 ． 5
，

q P = ( F m
’

- F ) ／( F m
’

一 F o
’

)

1 ． 5 单 株 产 量 分 析

8 月 下 旬 半 夏 倒 苗 时 ， 采 挖 块 茎 。 采 用 四 分 法 随 机

取 样 5 0 粒 并 称 重 ， 求 其 平 均 值
” ⋯

。 采 用 S P S S l l ． 5 软

件对 数 据进 行 统 计 与 差 异 性 分 析 ，
D u n c a n 新 复 极 差 法

进 行 多 重 比较 。

2 结 果 与 分 析

2 ． 1 繁殖 速 率 与 离 体 块 茎 增 长 速 度 的测 定

在 三 叶 半 夏 的 组 培 扩 繁 过 程 中 ， 对 其 平 均 扩 繁 系

数进 行 了 测 定 ， 结 果 表 明 ：平 均 每 瓶 丛 生 芽 在 一 次 继 代

中可 以 转 6 ． 2 3 瓶 ， 平 均 每 隔 2 5 天 即 可继 代 一 次 。 随后

我们对 离 体块 茎 的增 长 速 度进 行 了测 定 ， 在 选 定 的 1 0 0

个 离体块茎 中经 过 3 个 月 的 培 养 后 离 体块 茎 的平 均 直

径 达 到 0 ． 8 8 c m
， 平 均 重 量 达 到 0 ． 3 1 2 5 g 。 组 织 培 养 完

全 可 以 达 到三 叶半 夏 快 速 繁 殖 的 目的 。

2 ． 2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生 长 状 况 的 比较

在 相 同 栽 培 条 件 下 ，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之 间 有 很

大差 异 ， 这 些 差 异 主 要 表 现 在 倒 苗 时 问 、 长 势 和 块 茎 形

状 上 。 心 叶半 夏 在 7 月 初 就 开 始 出 现 倒 苗 ， 桃 叶 半 夏 、

柳 叶半 夏 在 8 月 初 才 开 始 出 现 倒 苗 。 长 势 上 以 桃 叶 半

夏 叶 柄最 粗 壮 ， 在 整 个 生 命 周 期 中 大 部 分 时 间 处 于 直

立 状 态 ， 而 柳 叶 半 夏 和 心 叶 半 夏 在 幼 苗 期 大 部 分 时 间

成 匍 匐 状 贴 地 生 长 。 柳 叶 半 夏 和 心 叶 半 夏 的块 茎 多 呈

球 形 ， 而 桃 叶半 夏 块 茎 多呈 椭 圆形 ( 图 2 ) 。

疆霜 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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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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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 种 不 同 叶 形 三 叶半 夏 的球 茎

F i g ． 2 T h e t u b e r o f 只 t e r n a ta i n d i f f e r e n t l e a f - t y p e s

A ：P e a c h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B ：C o r d a t e P ． t e r n a t a ；

C ! W i l l o w l e a f P t e r n a t a

2 ． 3 不 同 光 强 下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叶 片 净 光 合 速 率

比较

三 种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不 同光 强 下 净 光 合 速 率

( n e t p h o t o s y n t h e t i c r a t e
，

P n ) 的测 定结 果 ( 图 3 ) 表 明 ：三

叶 半夏 为 一 种 典 型 的 阴生 植 物 ， 光饱 和 点 只 有 7 0 0 p ~ m o l

�

p h o t o n s ／s
� IT I

。

。 在 相 同 光 照 强 度 下 ， 柳 叶 半 夏 叶 片

净 光合速 率 明 显 低 于 桃 叶 半 夏 和 心 叶 半 夏 ；在 光 照 强

度 较 低 的情 况 下 ， 三 者 之 间 的差 异 不 明 显 ， 当接 近 饱 和

光 强 时呈 显 著差 异 。 心 叶 和 桃 叶 半 夏 叶 片 净 光 合 速 率

无 显 著差 异 。

图 3 不 同 叶型 三 叶 半 夏 的 净 光 合 速 率 一 光 强 响应 曲线

F i g ． 3 L i g h t r e s p o n s e c u r v e o f t h e n e t p h o t o s y n t h e s i s

i n d i ff e r e n t l e a f - t y p e s o f P t e r n a t a

2 ． 4 不 同叶型 三 叶半夏 叶 片净 光 合速 率 的差 异 性 分 析

采用 S P S S 1 1 ． 5 软 件 对 3 种 不 同叶 型 三 叶 半 夏 在

恒定 光 强 ( 1 0 4 4 ／x m o l �

p h o t o n s ／s
� ／10

。

) 下 的 净光 合速 率

( P n ) 进 行 差 异 性 分 析 ， 结 果 如 表 2 。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叶片 的净 光 合 速 率有 着 极 显 著 的差 异 ， 以 桃 叶 半 夏

最 高 ， 心 叶半 夏 次之 ，柳 叶半 夏 最 低 。

表 2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夏 的 净 光 合 速 率 的 差 异 性 比较

T a b l e 2 T h e v a r i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n e t p h o t o s y n t h e s i s

r a t e o f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l e a f - t y p e s P ． t e r n a t a

L ：W i l l o w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T ：P e a c h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

X ：C o r d a t e P ． t e r n a t a

2 ． 5 不 同光 强 下 三 叶半夏 叶片 的 叶绿 素荧光 参数 比较

2 ． 5 ． 1 不 同 叶 型 三 叶半 夏 不 同 光 强 下 叶 片 E T R 的 比

较 电 子 传递 速 率 ( E T R ) 是 光 合 机 构 吸 收 光 能 发 生 电

荷 分 离 产 生 电 子 并 沿 电 子 传 递 链 向下 传 递 的 速 率 。
3

种 不 同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叶 片 的 E T R 的 比较 见 图 4
， 从 图

上 可 以 看 出 随 着 激 发 光 光 强 的 增 加 ， 三 叶 半 夏 的相 对

电子 传 递 速 率 在 较 低 光 强 下 都 呈 上 升 的 趋 势 ，
E T R 的

变 化 与 P A R 的变 化 趋 势 基 本 一 致 ；当 P A R 升 高 时 ， 更

多 氧化 态 的 P S I I 中心 的 电子 受 体 ( QA ) 被 还 原 ， 尽 管 会

引起 光 合作 用 的 有 效 量 子 产 量 下 降 ， 但 由 于 光 系 统 吸

收 的激 发 能 大 大 增 加 ， 仍 引 起 相 对 电 子 传 递 速 率 的 增

加
㈣ 0 “

。 激发 光 强 度 升 高 到 7 0 0 I~ m o l -

p h o t o n s ／s
� m

。

后 ， 随 着 光 强 的增加 ，
3 种 叶 型 三 叶 半 夏 的 E T R 都 表 现

出下 降 的趋 势 ， 说 明 强 光 对 三 叶 半 夏 有 明 显 的 光 抑 制

作 用 。 不 同 叶 型 三 叶半 夏 在 相 同光 强 下 的 相 对 电 子 传

递 速 率 的 比较 研 究 发 现 ， 桃 叶 半 夏 的 相 对 电 子 传 递 速

率 最 高 ， 心 叶半 夏 次之 ， 柳 叶半 夏最 低 。

图 4 不 同 叶型 三 叶半 夏 相 对 电子 传 递 速 率

( E T R ) 对 光 强 的 响 应

F i g ． 4 L i g h t r e s p o n s e o f E T R i n d i ff e r e n t

l e a f - t y p e s o f P ． t e r n a t a

L ：W i l l o w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T ：P e a c h l e a f P ． t e r n a t a ；

X ． C o r d a t e P ． t e r n a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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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 Fv／Fm 的比较 Fv／Fm为 

植物叶片的最大量子效率或潜在量子效率 。不同叶 

型三叶半夏 Fv／Fm的比较结果如表 3：3种不同叶型三 

叶半夏的潜在量子效率有着明显的差异，以桃叶半夏 

潜在的量子效率最高，这个结果与桃叶半夏具有最高 

的净光合速率与相对电子传递速率的结果相验证。 

表 3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 Fv／Fm的比较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Fv／Fm among three 

leaf-types ternata 

L：Willow leaf P．ternata；T：Peach leaf P．ternata；X：Cordate P． 

ternata 

1 0 

0．8 

0．6 

0．4 

0．2 

0．0 

2．5．3 不同光强下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叶片的qP、qN 

和 NPQ的比较 光化学淬灭(qP)反映了植物光合活 

性的高低；非光化学淬灭(NPQ，qN)反映了植物耗散过 

剩光能为热的能力，也就是光保护能力  ̈ 。如图5 

所示：3种叶型三叶半夏叶片的光化学猝灭(qP)随着 

光强 的增 加都表 现 出下降趋势；而非光化 学猝 灭 

(NPQ、qN)都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激发光光强小 

于250 molphot0ns／s·in 时，3种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叶 

片的 NPQ 和 qN 的 差 异 不 显 著，但 光 强 大 于 

3o0 molphotons／s·in 时，三者之问表现出显著差异 ， 

激发光光强超过 650／．zmolphotons／s·m 时柳叶半夏增 

长幅度最大，而桃 叶和心叶半夏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从结果可以看出桃叶半夏和心叶半夏叶片的光合活性 

要明显高于柳叶半夏，而柳叶半夏抵抗强光破坏的能 

力则明显强于桃叶半夏和心叶半夏。 

PAR 

f mid。photons／s’IYI：) 

PAR 

( mol。ph(m~ns／s。m 

PAR 

mol。pho!tfflS]S‘Ill：1 

图5 三叶半夏叶绿素荧光的光化学淬灭(qP)和非光化学淬灭(qN、NPQ)对光强的响应 

Fig．5 Light response ofqP，qN and NPQ in different leaf-types of ternata(Thuub．)Breit 

L：Willow leaf尸．ternata；T：Peach leaf 尸．ternata；X：Cordate P．ternata 

L：一口一 T：一 ×一 X：一 V一 

2．5．4 不同光强下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光能利用效率 

[Y(II)]的比较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光能利用效率[Y 

(II)]对光强的响应曲线的分析表明(图 6)：三叶半夏 

的光能利用效率随着光强的增加逐渐降低，不 同叶型 

三叶半夏的光能利用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柳叶半 

夏下降的速度最快，桃叶半夏下降的速度最慢；在相同 

光强下，以桃叶半夏的光能利用效率最高，心叶半夏次 

之，柳叶半夏最低。 

2．6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单株产量的比较 

采用软件 SPSS 1 1．5对单株产量进行差异性分析， 

结果如表4。不同叶型三叶半夏产量呈现极显著差异。 

平均单株产量以桃叶半夏最高达 0．623g，柳叶半夏次 

之，心叶半夏最低。 

表4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单株产量的差异性比较 

Table 4 The variance an alysis the individual tuber yield 

am ong 3 different leaf-types P．ternata 

L：Willow leaf．P．ternata；T：Peach leaf．P．tt~Ttata：X：Cordate P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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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0 400 8O0 8O0 1000 

PAR f tool‘photoa~／s．n1 

图6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光能利用效率对光强的响应 

Fig．6 Light response of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ieaf4ypes of P．ternata 

L：Willow leaf P．ternata；T：Peach leafP Ⅱ； 

X：Cordate P ternata 

2．7 l1个优良单株的净光合速率差异性比较 

净光合速率是植物光合特征中最重要的参数之 

一

，反映植物同化 CO 的能力。本文对不同单株后代 

在光合有效辐射 12001~mol·photons／s·m 下净光合 

速率进行测定，用 SPSS11．5软件进行差异性分析， 

Tukey’s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法进行多重比较，结 

果见表5。不同单株之间有着极显著的差异，以 最 

高，GS次之，L1最低；3株桃叶半夏单株后代之问都有 

着极显著差异；心叶半夏X1、X2和)(3及柳叶半夏 L1、 

L6和 L2之间都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表5 不同三叶半夏单株后代的净光合速率差异性比较 

Table 5 The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of the different superior P．ternata 

2．8 l1个优良三叶半夏单株产量的差异性分析 

用 spss 11．5软件对 11个优 良单株的单株产量进 

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 6，不同单株问产量存在极显 

著差异。采用 DUCAN法对 11个优良单株的单株产量 

进行两两比较(表 7)。根据差异水平可以将其分为有 

极显著差异的5组，其中以三叶半夏 他 的单株产量最 

高，L2次之。心叶半夏和柳叶半夏平均单株产量比较 

均匀，差异不显著，3株桃叶半夏的单株产量差异极显 

著 ，3株桃叶半夏单株后代之间都有着极显著差异。 

表 6 不同三叶半夏后代单株产量的差异性比较 

Table 6 The variance an alysis ofthe individual 

yield ofthe supe rior P．ternata 

表7 不同三叶半夏单株产量的统计分析 

Table 7 Th e varian ce an alysis of the single tuber weight 

of the eleven superior ternata 

3 讨 论 

三叶半夏是一个生态幅比较广的植物，在全国各 

地都有分布。三叶半夏在繁殖上主要以无性繁殖为 

主，这种无性繁殖的特点，造成三叶半夏种内差异群体 

的形成 。 ，不同种群问在质量与产量上都产生了很 

大差异。 

本研究对3种不同生态型三叶半夏的光合生理指 

标和产量进行了研究分析。不同光强下净光合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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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三叶半夏是一种典型的阴生植物，其光 

饱和点只有 700 m0lph0t0ns／s·ill。。对三叶半夏叶绿 

素荧 光 参 数 的 研 究 发 现，当 激 发 光 光 强 超 过 

700txmolphotons／s·in 时，3种叶型三叶半夏的相对电 

子传递速率都有明显的下降，表明三叶半夏在强光照 

下有明显的光抑制。由于半夏具有阴生植物的生理特 

征，在高温条件下适当地遮荫有利于三叶半夏的生长。 

桃叶半夏在相对电子传递速率、最大量子效率、净光合 

速率光合生理指标都较柳叶和心叶半夏高，倒苗期也 

相对较晚，长势较好，这些都是构成桃叶半夏高产的生 

理要素。因此 ，在半夏栽培种的推广上，应该优先选择 

发展光合能力较强的桃叶半夏。心叶半夏净光合速率 

比较高，但产量低，这可能与心叶半夏倒苗时间出现比 

较早，生长周期较短有关。高产半夏的选育不仅要求 

有较高的净光合速率 ，也需要较长的生长周期，适当延 

缓半夏倒苗期，有利于半夏的光合作用的进行与营养 

物质的积累。过强的光照是导致半夏倒苗的一个主要 

原因 。不同叶型三叶半夏对强光的耐受力存在着显 

著差异，以柳叶半夏最高，桃叶半夏次之，心叶半夏最 

低。在光照比较强的南方 ，可以推广种植柳 叶半夏。 

三叶半夏单株间在净光合速率和产量上都有显著差 

异。本实验所选育的 1 1个三叶半夏单株及其扩繁后 

代中，以桃叶半夏 T2和柳叶半夏 L2的净光合速率较 

高，单株产量也明显高于心叶半夏。优 良单株的选育 

可以为半夏育种提供新的种质资源，也是培育高产优 

质半夏新品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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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ss Production of Pinellia ternate by Tissue Culture and the 

Selection for High-yield Individuals 

JIN Yin-bing YANG Zong-qi CHEN Ji-shuang 

(Institution of Bio-engineeri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fast propagation of P．ternata and through th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s and yield comparison，two high-yield indivaduals were obtain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efficent of propagation can get to 1：6．23 per generation，through 3 month culture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the in vitro tuber can get 0．88 am．P．ternata was a typical shade—plant，of which LCP was only 7001~mol· 

photons／s·m ．Photo-inhibition was observed among all the three leaf-types of P．ternata，and the willow leaf 

type showed the most obvious photo-inhibition．Both of the light response Pn curve and single tuber weight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leaf styles．Result for studying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showed that all 

the difference of NPQ，qP and qN among three leaf—types of P．ternata were significant and the difference of 

potential-photosynthetic productivity among them was significant．Th e willow leaf style had the strongest light— 

tolerance capacity．The individuals of T2(peach-leaf type)had the highest Pn and single tuber weight among 1 1 

superior individuals and the individuals of L2(willow—leaf type)showed the strongest light—tolerance capacity． 

Th rough 6 month propagation ten thousands in virto tuber of T2 and L2 each were gotten．And after growing in 

Wenzhou experimental base for one year，the total gross weight of the high—yield individual tuber get to 100kg 

each． 

Key words Pinellia ternata(Thunb．)Breit High—yield Individuals Mass production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characters Yield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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