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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组培苗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赵 玮 ，吴二牛。 
(1．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2．甘肃省西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西 

知 742100) 

摘要：针对半夏组培苗生产中存在的污染、退化、移栽倒苗以及大田生产原种时病虫害严重等问题，提出的 
解决途径是：规范操作技术，降低组培污染；延长组培苗退化周期；加强管理，提高移栽成活率；及时防治大田主要 

病 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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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Pinellia ternata(Thunb)Breit]属天南星 

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块茎入药，具有燥湿化痰、降 

逆止呕、消肿散结、抗早孕、抗肿瘤、护肝等功效，近 

几年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甘肃省西和县位于甘肃 

省东南部，境内平均海拔 1 600 m，属大陆性季风气 
候，平均年降水量 555．7 mm，年平均气温 8．4℃， 

全年无霜期 185 d，由于自然气候条件适宜半夏生 

长，加之种植半夏的效益高，一般纯收入平均能达到 
7．597元／hm。以上，所以近几年人工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并逐渐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随着种植面积 

的扩大，半夏种茎日趋短缺，为此，西和县农技部门 

结合甘肃省扶贫项目的实施，采取组织培养的方法 

繁殖半夏种茎，并于 2005年 1月建立了半夏生产车 

间，有效缓解了当地种源危机。现就半夏组培苗生产 

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如下，并提出解决途径，供参考。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污染 
一 是自身带菌造成的污染。半夏栽培时本身的 

病虫害很严重，在建立快繁体系过程中因为半夏本 

身带菌导致的污染约占 8O ，有的甚至达到 100 。 

1997年 4月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对采集的西和县半夏病样进行镜检和分离，直接镜 
检半腐烂和腐烂块茎，见大量腐生线虫、少量寄生线 

虫、害螨、根蛆及大量镰刀菌小孢子，携带寄生线虫、 

害螨和根蛆的块茎占所镜检块茎的78．3 ；采用常 

规分离方法共分得真菌菌株 28个，包括镰刀菌、丝 

核菌、青霉菌、炭疽菌和交链孢菌等。这些病虫害不 

但导致了半夏根腐病的严重发生，造成减产甚至绝 

收，而且给组培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二是人为因 

素导致的污染。这种污染主要包括培养基灭菌不彻 

底；镊子、剪刀、无菌水等消毒不严格；人工操作没有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表 

现为污染类型一致，污染时间同步，而其原因往往是 
因为某个环节操作错误而导致全部污染。 

1．2 退化 

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不但会造成内生菌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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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而且会导致组培苗严重退化。主要表现是：产生 

大量的非胚性愈伤组织、玻璃化、褐化等，幼苗容易 

发黄、苗弱、分化率低等。如果将非胚性愈伤、玻璃 

化、褐化的愈伤组织转接，会严重降低试管苗的分化 

率甚至导致污染。 
1．3 倒苗 

试管苗在移栽过程中，因其特别细嫩娇弱，成型 

的小块茎颗粒不多，如果操作不当极易造成倒苗，严 
重影响工厂化生产中小球茎的产出期限和产量，造 

成资源浪费和运作成本的增加。 

1．4 病虫害严重 

半夏移栽到大田后易受病虫为害。大田病害主 

要以茎腐病、缩叶病为主。茎腐病多在高温多湿季节 

发生，危害地下块茎，造成腐烂，随即地上部分枯黄 

倒苗死亡。缩叶病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病害，多在夏 

季发生，发病后小叶皱缩扭曲，植株变矮、畸形。虫害 

主要有蚜虫、菜青虫、红天蛾等，对半夏的危害仅次 

于病害。这些病虫害给组培块茎和大田原种繁殖造 

成了很大的障碍，如果采取的防治措施不得当，将给 
以后的扩繁环节造成严重的影响。 

2 解决途径 

2．1 规范操作技术，降低组培污染 
一

是选取优良外植体。主要选择表面光滑、少皱 

折的块茎，最好选用珠芽，以便彻底灭菌，减少污染。 

二是掌握适宜的芽尖剪取时机和方式。在芽尖培养 

时一般在刚出现绿色芽尖时剪取，剪的太早，芽尖没 

有形成叶绿素导致生长钝化，即不诱导也不生长，剪 

的太迟，则会导致芽尖带毒污染；在剪芽尖 3～4次 
后，块茎周围已经出现浓绿、致密的愈伤组织时，应 

以尽量剪取愈伤组织但不粘连块茎为宜，否则容易 

把块茎病原物带到培养基里导致污染。三是采取反 

复茎尖培养法。主要利用茎尖细胞的生长速度比细 

菌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尽量使建立的快繁体系不带 
病毒或少带病毒。四是减少操作污染和环境污染。要 

对操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针对人为操作的污染情 

况 ，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并随时总结经验教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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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面粉质量抽检结果及几点建议 
王 玉 

(甘肃省平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通过对平凉市面粉生产企业各类产品质量的抽殓，针对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从加强面粉加工生产全 
程的质量监督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建立优质小麦生产基地，稳定面粉原料的质量；提 高行业集中度，提升设备技术 

档次等方面提 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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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安全是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稳 

定的大事。但近年来，由于食品质量而引发的危害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事件屡有发生，2001年国家质监 

总局对生产加工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酱油、醋 

等 5类食品的企业开展了专项调查和产品质量专项 

抽查，结果表明，这 5类食品的平均合格率仅为 

59．9 。为此，国家质监总局在 2002年下半年首先 
对面粉等 5类食品实行了市场准入制度，中央已经 

把依法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纳入了“十一五”规划纲要。为切实强化市售面粉质 

量的监督管理力度，我们对平凉市小麦面粉生产企 
业的产品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和分析，并对保障面粉 

质量安全提出几点建议。 

1 抽检项目与方法 

本次共抽查生产企业 10家，其中资产在 300万 

元以上的有 5家，日生产能力在 1万 t以上的有 3 

家。抽检企业产品的销量占本地市场份额的80 。 
本次抽检的产品均为特制一等粉。产品检验项目主 

要有 GB1355—1986中规定的加工精度、灰分、粗细 

度、面筋质、含沙量、磁性金属物、水分、脂肪酸值、气 

味和口味，以及 GB2760—1996中规定的食品添加剂 

过氧化苯甲酰，以及GB7718—2005规定的标签等 11 
项。检验方法执行 GB／T5504~5510—1985《粮食、油 

料的检验》、GB／T18415—2001《小麦粉中过氧化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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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操作失误而导致不必要的污染；在整个生产过 

程中应加强监督、监管，对培养室要定期打扫、熏蒸， 

彻底消毒灭菌，一旦造成污染，应在培养基中加入适 

量的多菌灵和青霉素或链霉素等混合抗菌素来抑制 

大规模污染的发生。 

2．2 延长组培苗退化周期 
一 是改变培养基成分。据报道，在培养基中加入 

活性炭可以适当减轻和缓解玻璃化和褐化现象，特 

别是继代 15～20次以后效果非常明显n]。二是降低 

继代次数。随时建立快繁体系，尽量使继代次数降到 
最低，以提高诱导率和分化率，培养健壮的组培苗。 

2．3 加强管理 ，提 高移栽成活率 

移栽方式有一步移栽法和两步移栽法两种L2]。 
一 步移栽是把培养瓶中连在一起的小植株丛取出， 

洗净基部附着的琼脂，直接移栽于露地土壤。该法在 
实际操作中损失率高，浪费严重。工厂化生产一般采 

用两步移栽法，即先将培养瓶打开炼苗 7 d左右，再 
将小植株丛洗净培养基移栽于蛭石和沙土比为 1： 

1的苗床中，每 7 d用与 10倍 MS浓度相当的大量 

元素配置的营养液进行喷施，以保证苗床的肥力。一 

般适合组培苗移栽的温度为 25℃、湿度 60 ～ 

80 ，遮荫率为 75 左右。因此，一是要加强管理， 

改善条件，使组培苗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生长，提 

高移栽成活率；二是在小块茎保存过程中要注意保 

湿，小块茎如果失水达到 40 以上，将基本失去活 

力，导致大田繁殖失败。 

2．4 及时防治大田主要病虫害 

茎腐病、缩叶病最方便实用的防治方法是：①用 

大蒜 15 kg加水 300 375 kg／hm。喷洒；②合理施 

肥，移栽前施有机肥5 400 kg／hm。、尿素48．0～96．0 

kg／hm。作底肥，苗期行间开沟追施 P2O。90．0 kg／ 

hm。、K2O 90．0 kg／hm。[3]，增强抗病力；③拔除烧毁 

病株，病穴用石灰乳消毒。 

虫害防治时平时应注意观察害虫发生情况。蚜 

虫用 25 飞虱宝可湿性粉剂 1 000 1 500倍液或 

25 蚜虱绝乳油 2 000 2 500倍液喷雾防治，有条 

件的地方可采用人工迁移瓢虫、食蚜蝇等天敌的方 
法进行生物防治。菜青虫和红天蛾采用 10～30 g／ 

kg的过磷酸钙或 10～30 g／kg的石灰水溶液喷雾 

防治，7 d内可避卵 50 以上，持续 5 d效果可达 
8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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