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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组培苗诱导生根试验 一 

擒■半夏 [Plnelllaternate c Thunb)Brelt]是一种传统中药材，由于野生半夏因大量采挖而近于牯竭，资源匮乏，供应长期处于 

紧缺状态。进行组织培养扩繁已成大势所趋。本试验果用半夏愈伤组织诱导的丛生芽。接种到不同激素浓度配比的诱导生根培养基 

上 ，筛选出诱导半夏生根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半夏(Pinellla ternate【Thunb)Brelt]是天南星科半夏属的一种多年生宿根草奉植物。 

基部形成块茎，是主要的贮存器官和繁殖器官 台生物碱、半夏强自等多种有效成分 是我 

国特有的一种传统中药材．且需求量较大。据统计，在558种中药处方中．半夏使用频率居 

第22位。半夏的繁殖方式有3种 种子繁殖、珠芽繁殖和块茎繁殖。自然条件下半夏主要 

靠珠芽和块 茎进行无性繁殖，但繁殖系数低，由于半夏的种子和珠芽体 积小、且成熟的时间 

很长．采集操作不方便，生产上一般采用块茎繁殖。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耕作制度的 

改革．尤其是旱改水和水旱轮作制的实行以及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半夏野生资源遭到严重侵 

蚀 ，加上人们对野生半夏费源的过度开采 ．鲆生半夏资源已经十分匿乏。这直接 影响到中药 

材市场上半夏韵供应 迫使人们进行野生半夏的人工栽培。但是 半夏人工栽培山．不能解决辩 

殖系数低的问题，所以必须建立快速繁殖体系，方可实现大规模商品化生产。 

研究半夏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目的是扩大半夏的生产量 ．为半夏药利的产业化服务。 

本文主要试喻半夏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中不同澈素浓度对半夏筒生根的影响．为实验室投产 

业化生产提供理论数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外植体 选择品质优良的宁波半夏，球茎采收后于阴暗干燥处贮藏 个月 存30oc、充 

足光照和湿度条件下进行催芽处理一个月。当芽长 1～2cm 时．即可使用。 

培养基：所用培养基为 1／2M$基本培养基 ，并添加蔗糖 35g／L．琼脂 4 5g／L。加八蒸馏 

水定窖至1 L．加热并不断搅拌使之溶解．加八 1moI／LNaOH使培养基pH值为5 8，后分装， 

见表 1，加八不 同激素，盖上瓶盖 ，于 1 21 0c灭菌 15m1n．备用。 

衰 1生根培养中不同浓度激素配比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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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1—30表示30个不同的处理 

试验方法 

外槽体处理 用解削刀切取 2～3 cm 的半夏顶芽．dvC,,剥去舄除叶片。项芽 先用洗沽 

精浸泡5rain，再用自来水冲洗30mln后置于超；争工作台进行无菌操作。 

外植体灭萄 先在75％酒精中浸泡2mln，接着在0．1％升汞中浸泡 15mln，用尤菌水 

冲洗4次一 菌完成后 ．将]页芽援于无黼培养皿中，在培养皿上放一层无蔺滤纸方便操作。 

在解剖镜下小心用解剖针由外向内剁去包被 

卅 ．切取直径小于 0．5mm 的生长锥。置于 

芽增殖培养基中培养。 

外植体诱导培养：半夏出苗后10d左 

右转人诱导培养基中，10cl后可形成完整 

试 管苗。将宁 波半夏诱导的丛生 芽逐个切 

下，从丛生 芽中 选大 、龠 适的半 夏苗 ． 

注意 切苗时也要使底部的锥形块 茎大小形 

状一致 ，备用。 

接种培养：将切下的丛生芽接种到不同 

的生根培养基中．每瓶 6株 ，5次重复 。最 

后 簧于 墙养室中 ，两个月后取 出全部培养 

物，训数，记录。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培养条件 

培 养 窒温度 2 4—2 5气 ．光照度 为 

1000～2000 L)c，光照时间为16 d的条件下 

培养。 

结果与分析 
丛生芽接种至不 I激素水平生根培 养基 

后 ，每天观察组培 茸生根的情况，记录生根 

的早晚和薛的生长状况。两周后观察发现． 

不同培养基中绀培苗的生根情况有很大差异 

：表 2】 

由表2可看出，两周时单独使用细胞分 

裂素不 长根．单独使 用生 长寨有少量根形 

成。而9号培养基则根系数目较 多，且根 系 

较粗，植株生长健斗士。随着生长寨NAA浓度 

的提高，组培茵根系的数目不断增加 长度 

也不断增加．根系生长逐渐变细变长。 

讨论 
本试验主要研 究半夏生根培养基中激素 

浓度配比，由 于研究发现BA强烈抑制根的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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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2不同激素水平对半I生根的影响 

不同激素浓度的处理 1 2 3 4 5 6 8 q 10 

平均根敬 I 1 1．1 1．2 1 3 { 6 I．8 2．I 2．5 3 6 3．6 

平均根长 【crrl】 I，02 1．25 1．52 I 33 20C} 1 85 1 02 1．85 2．00 2+21 

生长状况 弱 璃 弱 弱 弱 聪 良 良 健壮 良 

不同激素浓度的处理 I1 12 I3 I4 15 I6 I 7 I8 19 20 

平均报数 2 0 21 2．5 2 6 3．9 3．5 3．4 3．0 3 0 0 e 

平均根长 【CfT3) 2．21 2．23 2．41 1．90 2．6O 2．58 2．71 2．81 1 60 2．5O 

生长状况 弱 羁 良 良 良 良 弱 弱 良 良 

不同澈素浓度的处理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均根数 4．0 3．9 4．O 3．9 6．0 6．6 4 1 41 4．1 4．2 

平均根长 c 0m) 3 5O 3；62 3．44 3．52 1．62 3．o1 4．02 4．25 4．I2 4．21 

生长状况 良 良 疆 弱 良 良 弱 薅 弱 羁 

成 ．即使只附加o1m L的队 也使根的分化率大大降低，所以本研究中没用 BA。研究发现随 

着NAA浓度增加，根的分化率也增加。分化根的数目不断增加 长度也变长 IBA也是生根培养 

基中常用的生长素之一．它能强烈促使长根。在本研究中随着IBA浓度的增加．半夏分化的根 

不断伸长．但是越来越细。组织培养诱导生根的过程，不仅需要植物长出的根多、粗，而且耍 

植株生长健壮。因此．高浓度的澈素虽然可以诱导半夏长出数量多且长的根．但是长出的根特 

别弱，不利于组培茁移栽成活。本研究中的9号培养基虽然诱导的报数目不是最多，长度不是 

最长，但其根 且短有利干移栽成活，再加上植株生长健 壮，因此确定为最佳诱导生根培养基。 

此外．植物组织培养 中经常使用话性碳 

(以下简称 AC )，一般认为话性碳通过吸 埘 

而发生作用，在组培植物赖以生存的培养基 

中 ，既有植物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 ．又有促 

进植物生长而加人 的生长调节鳓质，如伺利 

用AC 对培养基中J蝴质自勺吸附作用来调节、 

促进被培养植鳓的正常生 长，是每一种绀墙 

植物常常遇到的问题。研究发现 在半曼成 

熟叶片的初代培养中．使用0+25％一0．5％的 

活性碳对材科褐变有抑制作用 ，加人 活性碳 

对半夏试臂苗根的伸长有促进，但不同浓度 

差异不显著 0．05％一0，25％ ff勺活-性碳能降 

低半夏玻璃化苗率，1％的活性碳则对苗的 

生长有抑制。本研究中所采用的生根培养纂 

串均加^ O 5％ 的活性碳促进生根。 

经过对半夏组培的研究 ．再综台前人研 

究成果．已在半夏生根培养上有所进展 为 

高效率生产半夏组培苗和提高移栽成活率提 

供 了依据 。具有较 高的经济价慵 与商业价 

值。半夏的组培和扩繁对于保护资源 ，满足 

药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桃州方向职业擅术攀院 3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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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 日 

我国蔬菜市场 “四化"趋势 2005年 ]一]]月 

我国水果进出口双增长 
我国近年选育、审定推广的蔬菜新品种有1000多个．同时， 进推广了一批名特 

忧稀品种．爹 I'-、白菜已不再是 ”当家菜”了 如今的餐桌上，萝 缨、魏豆苗、香椿 2005年1一I1月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双增长， 

叶等芽菜．以其鲜嫩可口、不施化肥 、农药等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男外，水生蔬菜、 农产品贸易逆差 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11月 

野菜也成为 “新宠”。在大路菜中．白菜、萝 地位下降。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6．9亿美元。同 

现在．我国人均蔬菜占有量达到284Kg，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据分析．近 比增长8．9％。其中，出口颧为247，3亿美元，同 

年温室栽培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打破了蔬菜种植的季节、地域限制 这是蔬菜消费多样 l比增长19．6％；进口颧为259．6亿美元，同比增 

化．“稀菜”消费量增多的主要原因。大量引进的 “洋蔬菜“也渐渐实现了 “国产化“． 长O．40％。农产品髓易逆差由上年同期的51．8 

使人们花费不多就尽草口福。 亿美元减少为 12．3亿美元，同比下降76．2％。 

据专业人士分析，我国的蔬菜市场出现 “凹化”趋势： 蔬菜出口增长{水l果进出口双增长 

@ 向营养僳健型转化。挑好选优、讲质量、讲营养、讲台理措配，注重营养保健已成 蔬菜：1—11月出口61 e．4万吨．同比增长 

为太多数消费者的基本要求。 16 ％．出口颧40．5亿美元．间比增长20．5％； 

0 向“绿色食品”型转化。使用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残留化学农药，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尽 进口9．0万吨．同比下降8．1％，进口瓤0．77亿 

量少施化肥．多施璃机肥料 ，以避免和减少对蔬菜的污染，已成为目前蔬菜生产的趋势。 美元，同比下降 8．7％。 

0 向多样型转化。现在市场上 ”大路货”蔬菜销售滞后，人们趋向购买应时幕和反季节 水果：1一I1月出口321．O万吨．同比增长 

菜，如番茄、韭菜等在淡季更加畅销．在北方的冬季，南方生产的黄瓜、花菜等更好销。 20．2％，出口钡1 7．9亿美元．同比增长26．9％； 

@ 向加工方便型转化。净菜上市适应了城市届民的快节奏、高效率，现今正向净菜小、 进口102．1万吨，同比增长2．7％．进口额5．9亿 

包装阶段发展。即在产地整理、消毒灭菌、分级和薄膜密封，然后上市出售。 美元，同比增长8．9％。 

■ 采鹰：《农村太众报) ■ 采一：《■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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