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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组培苗栽培技术初探 

侯典云1，崔向波2王荔。(1．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河南洛阳471003；2．河南省第二荣康医院。河南洛阳471013；3．云南农业大学农学 
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摘要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法，对组培半夏不同底肥施用量与产量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施肥量对组培半夏的产量影响显 

著。37 500—60000 kg／km2为组培半夏栽培的最适底肥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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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appropriat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 Pinellia teruate plantlet，perfect the system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the Randomized Blocks Design was adopted in the experiment．The result indicat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the plantlets，37 500 kg／km~~60 000 kg／km of organic fertilizer Was th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in the plantle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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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Pinelli。temate Thunb)为天南星科半夏属药用植 

物．又名三步跳、麻芋子，块茎入药_l1，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 

呕 、消肿散结、抗早孕、抗肿瘤、降血脂、护肝等作用刚。市 

场需求量逐年扩大，成为走俏货。一些药农贪利而无度采 

挖，导致半夏野生资源日趋枯竭。目前，人工栽培半夏用种 

量大，主要是采挖野生资源，播种量约为1 500～2250kghm ， 

且繁殖系数低，造成半夏种源严重紧缺。为保护半夏野生种 

质资源，解决半夏种源紧缺的瓶颈问题，采用半夏组培苗代 

替半夏野生种源。但目前有关组培半夏的栽培技术研究报 

道较少。为此，笔者通过对半夏组培或者施用不同水平的有 

机肥，对其产量进行了肥效试验研究，旨在为完善半夏组培 

快繁技术体系奠定基础，为组培半夏的规范化种植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后山农场进行。试验地土壤为红壤土，前茬菜地。土壤 DH 

6_3、有机质 1．27％、全氮 0．073％、碱解氮 86．2 mg／kg、速效 

磷 87．1 mg／kg、速效钾 86．19 m 全磷 0．083％、全钾 0．91％ 

半夏组培苗由云南省昭通提供，肥料为当地农家肥。 

1．2 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 5个有机肥水平的 

处理，I 2．0 kg／m 、Ⅱ4．Okg／m2、196．0 kg／m2、1V8．0 kgCm 及不 

施用有机肥(CK)。每小区面积为3 mz，行距为 15 cm，株距 

为8 cm，每小区施用过磷酸钙O．14 、硫酸钾O．1O k昱，重复 

3次。2003年 11月下旬栽种，2004年 9月下旬收获。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看出，各处理产量以CK处理最低 ，平均产量为 

0．78 ；处理Ⅱ平均产量最高达到 1．35 kg，居第 1位，比CK 

处理增产比率为173．07％；处理Ⅲ的平均产量是 1．29 kg，居 

第2位，比CK处理增产比率为 165．38％；处理Ⅳ和处理 I 

的平均产量分别为 1．12 kg和0．95 kg，分居第 3、4位，比对 

照增产比率分别为 143．59％、121．80％。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处理间存在差异，而各区组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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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表明各处理问、各区组问比对照组增产。4个处理 

中。以处理Ⅱ的效果最为明显，但其与处理Ⅲ差异不显著， 

而另外 2种处理增产效果上未见显著性差异。 

襄2 不同施肥水平对半夏块茎产量的影响 kg 

由表 2和图 1可知，处理Ⅱ和Ⅲ的差异不显著，其他处 

理以及其他处理和对照问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处理Ⅱ、Ⅲ和 

Ⅳ与对照组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处理 I和处理 Ⅱ、Ⅲ间也 

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说明以有机肥作为底肥，对组织培养半 

夏的增产作用明显，而适宜的有机肥用量是提高组培半夏 

产量的关键，且其含量过多过少都会影响半夏产量。处理Ⅱ 

和Ⅲ施用的有机肥量为半夏组培苗的最适施肥量。 

处理 

图1 半夏不同施肥水平与平均产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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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卷4期 林 淦等 混合微生物对甲氰菊酯的降解作用 705 

定的耐酸性和耐碱性。 

2．2 温度对甲氰菊酯降解的影响 在pH7．2条件下，不同 

初始温度振荡培养72 h后，甲氰菊酯降解率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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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温度对甲氰菊酯降解率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微生物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较宽，在 

25—45℃条件下生长较好。 

2．3 培养时间对甲氰菊酯降解的影响 在 DH 7．2条件下， 

3O℃恒温振荡培养 l2、24、36、48、6O、72、84、96、108 h后，甲 

氰菊酯降解率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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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培养时间对甲氰菊酯降解率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微生物生长的适宜培养时间为7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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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不同施肥水平对组培半夏产量的影响 半夏是喜肥 

植物，生长期内，适宜的施肥量对提高半夏产量具有重要的 

作用。试验中的每个施肥处理对组培半夏产量的影响与对 

照都有显著差异，表明不同有机肥施用量对组培半夏的产 

量具有很大影响，但产量不与施肥量呈正相关，但其中以处 

理Ⅱ(37 500 kg／hmz)和处理Ⅲ(60 000 kg／hm )对组培半夏产 

量的影响较大。对各个处理的组培半夏产量进行方差分析 

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底肥施用量 37 500 60 000 kg／km 为 

最佳施用水平。 

3．2 土壤基础肥力与施肥量的关系 前茬土壤基础肥力 

测定是不同作物进行肥力比较试验的关键，因此对不同的 

作物进行肥力比较试验时，应根据前茬土壤基础肥力及作 

物本身对肥力需求进行相应调整。 

3．3 有机肥施肥量对组培半夏产量的影响 土壤有机质 

甲氰菊酯降解率可以达到6O％。 

2．4 外加碳源对甲氰菊酯降解的影响 外加碳源对微生 

物的生长和甲氰菊酯降解速率的影响结果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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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添加葡萄糖对甲氰菊酯降解率的影响 

当甲氰菊酯作为微生物生长的惟一碳源、氮源时，菌体 

浓度明显小于添加了外在碳源的混合液，不添加外在碳源， 

72 h内甲氰菊酯的降解率为6O％；而添加 1 g／L葡萄糖时， 

甲氰菊酯的降解率可以达到85％，说明适量的外在碳源对 

微生物的生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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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营养元素的主要来源，其含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施 

用有机肥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结构17]，有利 

于半夏产量的提高。不合理的施肥，既降低了药材产量，又 

影响了药材有效成分的含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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