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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半夏组培苗生长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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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半夏快速繁 殖技 术体 系的建立提 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通过一步成 苗法获得半夏组培 苗后 

进行移栽实验，并进行形态学观察和产量统计。结果 半夏组培苗三种不同叶形的叶柄上均可萌生珠芽，块 

茎越 大的植株 大多出现 三出复叶的时间较早 ，其产生的珠 芽数也越 多，且在 移栽 的当年就可长 出佛 焰苞 ；在一 

个生长期之后 ，母 块茎的收获重量 可达到栽种 量的 31 7倍 ；两批 半夏 组培 苗的无性繁 殖 系数分 别达到 了 1 2
．  

8个／株和 10．1个／株 。结论 半夏 组培 苗具有生长速度快 ，繁 殖 系数 高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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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ment of rapid propagation sys- 

tem of Pinellia ternata．Methods The in vitro regenerated P
． ternata plantlets which were cuhured bv 

one—step culture method were transplanted in the flowerpots
．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s were observed， 

and their yield had made statistica1
．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bulbils could sprout from the petioles of a11 

the three kinds of leaves．Trifoliate leaf outgrew from the bigger mother tubers earlier
， and more bulbils 

spouted from these tubers．And these plants could grow spathes in the primary growing period
．
Fresh 

weight of harvested mother tubers is 3 1．7 times of the sowed weight after one growing period
，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of two group was high up to 1 2
． 8 and 1 0．7 per plant，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 in vitro re— 

generated plantlet of P．ternata have the characters of rapid growth and high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  

Key word：Pinellia ternata；in vitro regenerated plantlet；bulbil；propag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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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草本植物，以块茎 人药，是 我国重要 的传 统 中药 

材，也是重要的出 H产 品[ 。近年来 由于野生资源 

不断减少 ，人工栽培 已成为半夏 的主要来源。但半 

夏人工栽培中用种量大、繁殖系数低，同时易感染病 

毒，这导致了半夏产量下降和品质退化 植物组织 

培养技术是快速繁殖 的有效途径 ，可为中草药 的人 

工栽培提供大量高产 、无病毒的优质种苗 】。不少 

学者[3 在半夏 的快速繁殖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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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是组培苗移栽后的生长情况和产量的相关报 

道较少。笔者对半夏组培苗 的生长习性和产量进行 

了观察和统计。以期为半夏快速繁殖技术体系在生 

产上的推广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三叶半夏采自四川I省南充市西充县境 

内。经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秦 自生研究员鉴 

定。经一步成苗法 。̈。培养成组培苗。 

1．2 方法 当组培苗高达 3～5 cm，长出发达的根 

系时，打开瓶塞 ，2～3 d后取出组培苗，洗去根部的 

培养基后移栽至花盆中并编号。第一批材料播种的 

是 2004年 11月 20日移栽的半夏组培苗，其在室内 

生长，于 2005年 2月 20日采收的 55个小块茎 ；第 

二批材料为 2005年 3月 16日移栽 的 175株组 培 

苗 。移栽时按每盆 1株 ，深度 约 2 cm。未采取任何 

的遮荫措施 。每 2天浇水一次。试 验期 间观察并记 

录出苗时间、叶形变化、珠芽形成时间、倒苗时间等。 

2 结果与分析 

2005年 3月 16日移栽半夏组培苗，4月 3日观 

察到有出苗现象 。当地 4月上旬旬平均气温 10 C 

左右 ，表明该温度是半 夏的生物学起点。4月 中旬 

大量出苗，全苗时，第一批半夏组培苗出苗 51株，成 

活率为 92．7 ，第二批半夏组 培苗 出苗 108株，成 

活率为 61．7 。5月 10日半夏组培苗开始出现少 

量珠芽 ．6月初大 量繁殖珠 芽。4月 中旬至 7月 中 

旬。是半夏组培苗生长最为繁茂的时期。7月下旬 

温度超过 3O C，半夏组培苗生长受到影响，但并未 

倒苗。9月上旬句平均温度大约 35 C，半夏组培苗 

倒苗。1O月上旬温度有所回落，半夏组培苗再次出 

苗，直至 11月上旬温度低于 1O C时．开始倒苗越 

冬。 

2．1 半夏组培苗生 长习性观察 半夏组 培苗 移栽 

后长出的第一片叶子均为心形 叶(全缘单叶)，而后 

才慢慢变成戟形 叶(具浅缺刻或深缺刻的单叶)，到 

5月就发育成三出复叶，在叶形发生变化的各个阶 

段 '冈0长出的新叶与老叶具有相同的叶形 ，并且三种 

不同的叶形的叶柄上均可萌生珠芽。观察发现在珠 

芽抽叶时也会具有不同发育形态的叶形 ：心形叶(全 

缘单叶)，戟形叶(具浅缺刻或深缺刻的单叶)和三出 

复叶，这与宋经元等 ” 的观察结果一致 。试验中观 

察到一株半夏组培苗长有两种叶形 ．根据魏淑红n 

提出的半夏叶片形态的划分标准来看 ，一种是柳叶 

一 17 一  

形叶片。一种是细叶形 叶片(见 图 1)。该现 象 比较 

少见 ，彭延弟 等在移栽的组培试管苗中曾观察到 

一 株。并将其称之为“同株异 叶形半夏”。本试验的 

实验材料均为三叶半夏，半夏组培苗整个生长过程 

大多数植株长的是正常的三 出复叶，但有的植株的 

三出复叶左右两侧的小叶又分别一裂为二，即叶片 

呈五裂 ，彭延弟称其为“五叶半夏”(见图 2)，有的植 

株仅有一个小叶一裂为二，即叶片呈四裂，我们暂称 

其为“四叶半夏”(见 图 3)，“五 叶半夏”的小叶上再 

次分裂出来的 2个小叶，有的大小对称，有 的并不对 

称。本试验中“五叶半夏”占24．1 ，“四叶半夏”占 

4．6 。其余的均为正常的三出复叶。 

自5月上旬起 ，可 以观察到少数半夏组培苗植 

株在抽叶时叶柄基部稍有隆起，呈白色或绿色，珠芽 

在此处形成 。移栽的组培苗叶龄一般为 3O～35 d， 

珠芽发育成熟时 。由白色或绿色变为褐色，其直径为 

2～8 mm，这与用块茎或珠芽进行人工栽培的情况 

基本一致。本试验中半夏组培苗在 7月中旬和 8月 

上句均未出现过夏季倒苗现象，植株不时长出新叶， 

只是不及旺盛期繁茂 ；叶龄也缩短 至 20 d左 右，仍 

可形成成熟的珠芽，但珠芽较小，直径 只有 2～4 

mm。还观察到少数半夏组培苗在抽 叶时 叶柄卷曲 

成螺旋状(见图 4)，这种 叶柄较其他新 叶的叶柄要 

粗壮，其萌生的珠芽也较大'冈4抽叶时直径即可达到 

3～5 mm。一般叶片抽叶后大约 4～5 d完全展叶 ， 

但这种叶柄和叶片完全展开需要的时间较长，大约 

8～ 10 d。 

半夏珠芽顶端有突起的芽眼 ，一般情况下只有 

一 个 。本试验 中少数珠芽不只有 一个芽眼 ，最 多可 

达 5个 (见图5)。有的珠芽上芽眼较高 从外形上 

看更像两个或更多个珠芽连在一起。 

1细形叶片 ，2柳叶形叶片 ； 

1-thin瞧af，2一scalpelliform leaf； 一孓＼ 
＼ 、 

图 1 同株异叶形半夏组培苗 

Fig．1 Different types of leaves on the sanle in vitro regenerated plant— 

let of P．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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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叶片具有五个小叶的半夏植株： 

Fig．2 Five leaflets in a compound leaf of the in vitro regenerated P． 

ternatn plantlet； 

图 3 叶片具有四个小叶的半夏植株 ： 

Fig．3 Four leaflets in a compo und leaf of the in vitro regenerated P． 

ternata plantlet； 

1一珠芽，2卷曲的叶柄 ； 

1-curled petiole，2-bulbil； 

图4 出土时卷曲的叶柄及基部的大珠芽 

Fig．4 Curled petiole with a big bulbil in the spro uting plantlet of P 

ternata 

l一芽跟 

1一bud eye 

图 5 长有 5个芽眼的珠芽 

Fig．5 bulbil with five bud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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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半夏组培苗开始出现绿色或绿白色 

的佛焰苞 ，花葶从叶柄处抽 出后可长至 17～34 cm， 

大约 15 d后开始变黄，枯萎。第一批半夏组培苗中 

27．4 的植株长有佛焰苞，第二批半夏组培苗中 

16．7 的植株长有佛焰苞，到倒苗时部分半夏组培 

苗同一植株上可先后长有 2～3个佛焰苞 ，两批半夏 

组培苗中多次长出佛焰苞的频率分别为 7．8 和 

3．7 。佛焰苞大多不结实，少数结实的佛焰苞结实 

率也很低，两批半夏组培苗共长有 39个佛焰苞，其 

中仅有 6个佛焰苞结实，共计 48粒种子。 

9月上旬，阳光照射强烈，气温升高，虽经常浇 

水，半夏组培苗的地上部分仍相继死亡，进入倒苗 

期。10月上旬气温回落到适宜半夏组培苗生长时， 

半夏组培苗又开始第二次出苗，形成秋季生长期。 

直至11月上旬温度下降，半夏组培苗再次倒苗进入 

冬季休眠期。自3月 16日移栽以来，半夏组培苗仅 

有 2次倒苗，与非组培苗半夏一年内有 1～3次倒苗 

的现象一致。本试验结果表明半夏夏季可以不发生 

很明显的倒苗，即倒苗不是半夏生长中必然的生理 

现象，仅是抵御不良环境的一种休眠。 

2005年 11月 27、28日对半夏组培苗进行分株 

采收。将采收的半夏洗去泥土，晾干。观察块茎形 

状 ，大多近球形 ，少数为 圆球形或扁圆形 ，直径 0．4 

～ 4．2 cm，上端多平 圆，中央有一 圆形 凹陷的芽鳞 

痕，四周密布有麻点状须根痕 ，下部钝圆，较光滑 ，少 

有突起。半夏在没有外界干扰情况下一般不产生子 

块茎，只有遇到机械损伤时才会出现『1 ]。本试验中 

的块茎在生长过程中并无机械损伤，但母块茎的旁 

边仍会出现 1～4个子块茎。 

2．2 半夏组培苗的产量与繁殖系数分析 半夏组 

培苗 的产量由母块茎、子块茎和珠芽三部分组成 ，各 

个部分在收获的总重量和总数量中所占比例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半夏组培苗重量统计结果 

Tab 1 W eight of the in vitro  regenerated plantlets of P．ternata 

*第二批半夏组培苗移栽时是完整的植株，其总重量不能代表 

小块茎的重量，故未对其进行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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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半夏组培苗收获个体数量统计结果 

Tab 2 Quantity of the in vitro regenerated plantlets of P．ternata 

由表 1可以看 出，第一批半夏组培苗所 收获母 

块茎的重量是栽种时的 31．7倍 ，表明母块茎增长速 

度很快 。由表 1和表 2可知 ，母块茎的增重在 收获 

总重量中所占比例相当大，而珠芽的数量是构成收 

获总数量增加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试验 中子块茎 的 

数 目很少)，第一批半夏组培苗的子块茎和珠芽数 目 

占收获总个数的 91．0 ，第二批半夏组培苗则达到 

了 92．8 。为了提高半夏的产量，在珠芽成熟时， 

要及时的进行人工培土。 

两批半夏组培苗母块茎的直径和重量变化 以及 

繁殖系数见表 3。 

表 3 两批半夏组培苗栽种后块茎生长动态 

Tab．3 Growth of the tubers in the two batches in vitro regenerated 

plantlet grocps of P． ternata 

由表 3可知 ，两批半夏组培苗所 收获的母块茎 

的平均直径都在半夏 二级 品的范 围之 内，均可采收 

入药 。有人报道直径为 0．5 cm 的半夏非组培苗小 

块茎的平均繁殖 系数 为 7．8个／株口 ，本试验 的两 

批半夏组培苗的繁殖系数分别高达 10．1个／株和 

12．8个／株，可见半夏组苗的繁殖系数要 比非组培 

苗高。 

3 结论 

组织培养一步成苗法为半夏无性繁殖技术体系 

的建立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步成苗法生长周期短， 

并能保持半夏原种特性。本试验统计结果表明：半 

夏组培苗块茎生长速度快，繁殖系数高；具有较大块 

茎的植株大多出现三 出复 叶的时问较早 ，且产生的 

珠芽数较多。半夏非组培苗的珠芽发生频率和叶形 

变化趋势成正相关，全缘单叶的珠芽发生频率较低， 

约为 2O ，戟形叶和三出复叶均能发生珠芽 ]。在 

本试验中，半夏组培苗的新 叶，不论是心形叶、戟形 

叶还是三出复叶，每个叶柄上均会长有珠芽，即它可 

越过半夏的“幼年期”(表现为叶片为心形，不形成珠 

芽)，直接到达“成年期”。由半夏非组培苗的珠芽发 

育的个体一般要在一年之后才能长出佛焰苞 ]，而 

半夏组培苗移栽的当年就可长出一至多个佛焰苞。 

这两方面是半夏组培苗具有的较高的繁殖系数的重 

要原因，也是半夏组培苗较珠芽繁殖的一个明显 的 

优势。因此，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快速繁育组培苗在 

生产上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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