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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组织培养关键技术研究 

余春香 

(贵州省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凯里 556OOO) 

摘 要：通过半夏外殖体不同时段消毒和不同培养条件试 

验表明半夏采用块茎、叶片、叶柄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均 

可诱导成苗；块茎在培养基 1，0mg／L6-BA+0．1 mg／LNAA 

中诱导率高达 96，7 ，在培养基 2．0 mg／L6-BA+0．1 mg／ 

LNAA中增殖倍数高，为 8．5倍；叶片、叶柄在培养基 3．0 

mg／L6-BA+0．5 mg／L NAA 中小块 茎的诱导率较 高，达 

86．7 ，在培养基 2．0mg／L6一BA+0．1mg／LNAA 中增殖倍 

数较高，为 5．4倍；半夏试管苗在增殖培养中同时分化出根， 

可免去诱根环节。 

关键词：半夏；组织培养；快繁 

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半夏 

以块茎入药，主要分布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贵州、 

云南等地。半夏性温、味辛、有毒；具有降逆止吐、燥湿化痰、 

消痞散结等功能；多用于痰多喘咳、恶心呕吐、眩晕等。目前 

国内药用半夏几乎来自野生，我国半夏野生资源丰富。但半 

夏常年以块茎繁殖使病侵染，造成种性退后，严重影响半夏 

产量及质量。为此，2004年选择在当地表现良好的半夏品种 

作为试验材料，对半夏组织培养的关键技术进行 了研究，以 

期为半夏优质种苗快繁工厂化生产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半夏取 自贵州省施秉县野生半夏基地。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不同时间段的消毒试验 

将半夏的块茎、叶片、叶柄用洗衣粉漂洗后再用流水冲 

洗干净。在无菌条件下用 75 酒精表面消毒后，分别设置 

3、5、8、12rain 4个时段用0，1 升汞消毒，再用无菌水反复 

冲洗 8～10次，滤干后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重复 4次。 

1．2．2 对不同培养基及培养条件的试验 

(1)诱导培养基： 

F01 MS+6一BA0．0 rng／L+NAA0．0mg／L 

F_02 MS+6一BA0．1 rng／L+NAA0．1 mg／L 

F03 MS+6一BA0．5 rng／L+NAA0．1 mg／L 

F04 MS+6一BA1．0mg／L+NAA0．1 mg／L 

F05 MS+6一BA2．0 rng／L+NAA0．1 mg／L 

(2)块茎分化培养基； 

DO1 MS+6-BA1．0mg／L+NAA0．2mg／L 

DO2 MS+6-BA2．0 mg／L+NAA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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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 MS+6一BA3，0 mg／L+NAAO．5 mg／L 

D04 MS+6一BA4．0 mg／L+NAAO．5 mg／L 

D05 MS+KT3．0+NAA0．5 

(3)增殖培养基： 

S01 MS+6-BA0．5 mg／L+NAAO，1 mg／L 

S02 MS+6一BA1．0 mg／L+NAAO．1 mg／L 

S03 MS+6一BA2．0 n培／L+NAAO．1 mg／L 

S04 MS+6一BA3．0rag／L+NAA0．1 rI1g／L 

S05 MS+KT2．0 mg／L+NAA0．1 rI1g／L 

以上所有培养基均添加蔗糖 3 、琼脂 0．4 、pH5．8～ 

6．0，分别进行光培养，培养温度为(20±5)℃ ，光照 10h／d、 

光照强度为 1000lx。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不同时间段的灭菌效果 

将半夏的块茎、叶片、叶柄作为外植体，用 1 的升汞分 

别进行 3、5、8、12rain的灭菌消毒处理结果表明块茎、叶片、 

叶柄消毒时间短，污染较严重，但成活率较高；消毒时间长， 

污染较低 ，但死亡率较高；块茎灭菌以8rain的效果较好，成 

活率达 75 ；叶片、叶柄灭菌以 5rain效果较好 ，成活率达 

55 。 

2．2 激素的不同浓度和种类对半夏芽及块茎诱导的影响 

将处理好的块 茎接种 于诱 导培养基 F01、F02、F03、 

F04、F05中，经 7～10d培养，块茎顶端的芽逐渐萌动生长， 

30~40 d后，芽长至 2～3 cm。从表 1可见，培养基 F01、 

F02、F03、F04、F05先后均能诱导芽的分化，其中以F04培 

养基对芽的诱导时间短且诱导率较高为 96．7 。说明激素 

的不同浓度对半夏芽的诱导具有～定作用。 

表 1 激素的不同浓度对半夏芽的诱导影响 

培养基 激素组合 罘， ， 
F02 0．1 mg／L6一BA+0．1mg／LNAA 30 22 73．3 

F03 0．5mg／L6一BA+0．1nlg／LNAA 30 26 86．7 
F04 1．0rag／L6一BA+0．1rag／LNAA 3O 29 96．7 

§ ：Q鳖 §：坠 ±Q：!磐 △ ≥Q Z 

将处理好的叶片、叶柄接种于块茎的分化培养基 D01、 

D02、D03、D04、D05中，经10～2Od培养，在其上均有小突点 

产生，继续培养 30d左右，小突点逐渐增大 成球状小块茎。 

试验表明，培养基 D01、D02、D03、D04、D05均可诱导块茎的 

分化 ，其中以 I303的诱导率较高为 86．7 ，说明适当浓度的 

激素组合对诱导块茎的分化具有～定的影响；在激素的不同 

种类对块茎的分化比较试验结果可见，含 6-BA培养基较含 

KT培养基分化块茎的数量多、效果好 ，说明 6一BA诱导块茎 

的分化能力比KT强；对叶片、叶柄进行诱导 比较试验结果 

表明，叶柄较叶片分化块茎的能力强，说明诱导块茎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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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受激素浓度和种类的影响，同时还与外植体取材部位有 

一 定的关系(见表 2)。 

表2 激素的不同浓度及种类对叶片、叶柄分化块茎的影响 

苎 全 鏊 
D01 1．0rag／L6一BA+0．5 mg／LNAA ； 。i 。 
D02 2．0mg／L~BA~0．5mg／LNAA ； 7： 7 

D03 3．0m~L6一BA+0．5mg／LNAA糕 ； 
DO4 4．0rag／L6一BA+0．5mg／LNAA ； 。 

D05 3．0mg／LKT+0．5mg／LNAA ； 
2．3 激素的不同浓度及种类对芽增殖的影响 

2．3．1 对丛生芽长势的影响 

将诱导出的芽转接 于培养基 S01、S02、S03、S04、S05 

中，经 30--40d培养 ，均有丛生芽产生。继续培养 ，在其基部 

有根系和块茎的分化。试验表明，在培养基 S02、S03中既有 

丛生芽增殖又有根系和块茎的分化，但 S03较 S02产生的丛 

芽多、生长势好 ，说明适当浓度的 6-BA对芽的增殖生长具有 

较强的影响；在培养基 S01中，芽的分化能力较弱，仅有少量 

的丛芽形成，但根系较发达，长势较好；在培养基 S04中芽的 

分化较强，但根系分化差，苗长势弱。其原 因可能与激素组 

合的浓度配比不当有较大关系。 

2．3．2 对丛生芽增殖数量的影响 

激素的种类不同对芽的增殖效果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培 

养基 S03较 S05丛芽的分化多、增殖倍数高。由此可见，激 

素的不同种类对丛芽的分化具有一定影响。6-BA对促进半 

夏丛芽的分化能力较KT强 (见表3)。 

2．4 激素的不同浓度及种类对块茎增殖的影响 

表 3 激素的不同浓度和种类对半夏芽的增殖影响 

激素的不同种类对块茎增殖效果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培养基 S03比S05的块茎分化多、丛芽增殖倍数高。由此可 

见，激素的不同种类对块茎的增殖有一定影响。说明 6-BA 

对促进块茎的分化能力较 KT强(见表 4)。 

表 4 激素的不同种类对半夏块茎的增殖影响 

2．5 试管苗的训化移栽效果 

选择生长健壮、根系发达的试管苗放置室外 2～3 d后， 

将苗取出洗去根部培养基，在用 500倍多菌灵浸泡数分钟 

后，移入已灭菌的基质中(腐质土 ：珍珠岩=2：1)，移栽时 

应注意控制温度、湿度，移栽成活率达 95 以上。 

3 结 论 

3．1 半夏采用块茎、叶片、叶柄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均可 

诱导成苗。 

3．2 激素的不同浓度对半夏芽的诱导及块茎的分化有明显 

影响。以块 茎 为 外 植 体，在 培 养 基 1．0 mg／L6一BA+ 

0．1 m~／LNAA中芽的诱导率高达 96．7 ；叶片、叶柄在培养 

基3．0m~／L6一BA+O．5 mg／LNAA中小块茎的诱导率较高 

为 86．7 。 

3．3 半夏芽和块茎的分化受激素浓度与种类的影响较明 

显，在培养基 2．0mg／L6-BA+O．1mg／LNAA中，无论是小 

块茎还是丛生芽的增殖数均较高且芽苗长势好、根系发达。 

3．4 在含 6-BA和 KT培养基均能诱导块茎的分化，其中 6一 

BA对诱导块茎分化的能力比 KT强。 

3．5 半夏试管苗在增殖培养中同时分化出根，可免去诱根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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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页)从表 6可见，处理 1虽然植株生长较矮，但大 

中薯率却相对较高，比其它处理高 6．96 ，其余处理 由于采 

取了一定的增产措施 ，比处理 2大中薯率增加 6．38％。 

3 小 结 

3．1 起垄种植能增加马铃薯结薯层，是增加马铃薯产量最为有 

效和简便的高产种植技术，其增产幅度在 15．34 以上，因此起 

垄种植应成为我区马铃薯生产中一项高产技术普及推广。 

3．2 在垄作种植基础上采取整薯播种、去除花蕾、叶面肥的 

喷施等各项高产技术，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其增产幅度在 

6 左右，要获得较高的产量，可因地制宜配套各项高产技 

术 ，纯收入可以提高 111．81--208．54元／667m2； 

3．3 采取垄作种植、整薯播种、去除花蕾、叶面肥的喷施等 

综合技术措施后，马铃薯的增产效果最明显，可实现马铃薯 

的超高，在套作的条件下可增产42．66 ，净作的条件下可增 

产 23．69 ，纯收入可以提高 291．43～4O0．92元／667m2，投 

产比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马铃薯超高产实现，要进行多 

种高产技术的组装配套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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