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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非试管快繁技术在药用植物中的应用试验 

曾凡清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323000 

浙江省的药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共有野生药用植 

物 1785种，资源蕴藏量在全国仅次于四川省。然而，由 

于近年来，环境的恶化及人们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很多 

地道药材品种失去了适合生存的环境，渐渐地消失了。 

同时，随着除草剂农药的大量使用和人为对野生药材的 

乱采滥挖，使很多以前常见的中药材，现在已经不存在 

了，这些都不利于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因此，对药 

用植物进行人工快速繁殖，并加以开发应用十分必要。 

中药材传统的繁殖方法主要有种子繁殖和扦插繁 

殖两种。但种子繁殖的后代容易产生变异，开花结果较 

迟，尤其是多年生木本药用植物，其栽培与成熟年限较 

长；而枝条扦插繁殖的后代虽无变异，但许多种类成活 

率较低。 

近年来，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开发了一套植物非 

试管快速繁殖技术，通过剪取植物的一叶一芽，在全光 

照的环境下，利用计算机模拟出植物最佳的生长条件， 

促使植物在最短的时间内生根、发芽，长成可以出售的 

商品苗。为此，笔者运用该套技术于2007年4月对苦味 

叶下珠、银杏、杜仲、雷公藤和栝楼等5种药用植物进行 

了扦插繁殖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药用植物 苦味叶下珠、银杏、杜仲、雷公藤和 

栝楼，分别采自本地野生资源。 

1．1．2 激素 ABT、吲哚乙酸，购于市场。 

1．2 方法 

苦味叶下珠 分别采用 30、45、60天枝龄的枝条， 

长 10～l5厘米 ，一般 3～5个芽，分别用生根粉 

ABT100ppm和吲哚乙酸 200ppm浸泡 1个小时，再分别 

采用传统的扦插和现代的非试管快速繁殖技术进行育 

苗试验，重复 3次，观察其成活率及不同药剂处理后的 

生根时间。 

银杏 采用当年生嫩枝和多年生硬枝，枝段保留 

2～3片叶，分别用 ABT和吲哚乙酸 200ppm浸泡 1．5个 

小时，再分别用扦插与非试管快繁技术进行对比繁育试 

验，重复3次，观察其生根率。 

杜仲 分别以杜仲的根系和枝条繁殖，采用传统扦 

插与现代的非试管快繁技术相对比，观察其生根率和生 

根时间，根系采用无激素处理，而枝条则采用 100ppm生 

根粉ABT和200ppm吲哚乙酸处理相对比，处理时间为 

1．5个小时，重复3次，观察其生根率和生根数。 

雷公藤 采用多年生、2年生以及当年生的不同枝 

条，分别利用传统的扦插方法和现代的非试管快繁技术 

进行繁殖试验，枝条分别采用ABT和吲哚乙酸 100ppm 

的浓度浸泡 1个小时，观察成活率。 

栝楼 采用栝楼的根系和枝条繁殖，分别以传统扦 

插与非试管快繁技术两种方式进行，观察其生根率和生 

根时间，根系采用无激素处理繁殖，而枝条采用ABT与 

吲哚乙酸 100ppm浓度处理 1个小时后相对比，比较其 

生根率和根系数量，根系长度。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苦昧叶下珠 

试验结果(表 1)表明，在采用非试管快繁技术的条 

件下，无论是用何种激素处理其生根率均达到了96％以 

上，明显高于传统的扦插繁殖法；在传统的扦插条件下， 

用ABT生根粉处理离体材料其生根率较用吲哚乙酸处 

理有所提高；在两种不同的繁殖方法中，苦味叶下珠离 

体材料的枝龄对其生根率随着枝龄的提高，其生根率也 

随之提高，尤其是对传统扦插更为明显；采用非试管快 

繁技术的生根时间比传统扦插繁殖平均提高了2天。 

表 1 用不同激素处理离体材料 1个小时的生根结果 

簦稽 用ABT生根粉处理 吲哚乙酸竺 JR 且 一  
+  离体材料 平均生根 生根时 离体材料 生根率 生根时 

枝龄(d) 率(％) 问(天)枝龄(d) (％) 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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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银杏 

试验结果(表 1)表明，采用 1O年生木质化的枝 

条扦插繁殖时和当年生的嫩枝繁殖，成活率都可达 

到80％以上，而采用嫩枝条繁殖成活率平均可达到 

85％，采用现代的非试管快繁技术繁殖生根率比传统 

扦插繁殖高出1．2个百分点。在同一枝龄上采用不同 

激素处理的试验结果表明，用 ABT生根粉处理枝条 

的生根率较好，其生根率比用吲哚乙酸平均提高了2 

个百分点，采用两种不同繁殖方式，其效果在老枝条 

上表现明显。 

表 2 不同激素处理银杏的生根情况 

2．3 杜仲 

试验结果(表3)表明，杜仲采用现代非试管快繁 

技术，采用ABT生根粉、吲哚乙酸激素还是无激素处 

理，其生根率均要明显高于传统的扦插繁殖方法，其 

生根率分别提高8．9、9．1和5．5个百分点。生根时间， 

在无激素处理情况下，非试管快繁比传统的扦插繁殖 

只提早 1天，采用ABT生根粉、吲哚乙酸激素处理， 

非试管快繁比传统的扦插繁殖提早4天和6天。从试 

验结果来看，用ABT生根粉处理枝条后，其根系数量 

和生根的整齐度有明显的提高。 

表 3 不同激素处理杜仲生根情况 

丽水农业科技2007年第 2期 

2．4 雷公藤 

试验结果(表4)表明，采用非试管快繁技术比传 

统扦插的生根率明显提高，分别提高2．5、4．1、21．7、 

9．5和9-3百分点。在相同的繁殖方式条件下，离体材 

料枝龄不同，其生根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传统的繁殖 

方式中，2年生的枝条生根率比当年生提高了16．2个 

百分点，多年生比当年生的生根率提高了14．4个百 

分点；采用非试管快繁技术繁殖，2年生和当年生的 

生根率分别比多年生枝条的生根率提高了2．．6和4．8 

个百分点；利用不同类型的激素，对雷公藤生根的影 

响不大。采用非试管快繁技术的生根时间比传统扦 

插平均提早 3天。 

表 4 雷公藤不同枝龄的生根情况 

2．5 栝楼 

试验结果(表5)表明，在使用激素的情况下，采 

用非试管快繁技术比传统扦插技术的生根率明显提 

高，其中使用 ABT提高3．4个百分点，使用吲哚乙酸 

的提高4．8个百分点，生根时间提早 3～4天。使用块 

根繁殖和枝条繁殖的情况下，两种繁殖方式之间的生 

根率没有差异，但其生根率很高，分别达98．1％和 

96．2％，后者的生根时间比前者提早 12天。 

表 5 相同激素不同繁殖方式问的比较 

(下转第 42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技术交流· 

熟后收取全部母本种子，相对应的父本按株系进行单 

株均量混收，收取的种子量掌握在5O粒左右。 

2．3 成对种植．进行杂种优势鉴定 

按照育种目标，参照当地推广组合的最适播种期 

播种。杂交种与被测父本成对相邻种植，并设推广组 

合为对照种。杂交种种植群体约50穴左右，被测父本 

种植两个横行(14穴)。黄熟期以对照组合为人选标 

准，进行田间初选。入选比例掌握在 15％左右。成熟期 

对入选的被测父本株系进行单株选择。表现突出的株 

系，选收 3—5个单株(单收)，表现一般的株系，选收 

1—2个单株。入选的单株再次繁殖时，首先进行抗性 

的鉴定筛选，淘汰感病或分离大的单株，选留抗性好 

的单株。 

2．4 复测 

通常情况下，入选的被测父本在F5代后，种性基 

本上趋于稳定，这时就开始进行第二次测交组合的配 

制，测交方法不同与第一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2．4．1 测交母本的选择 测交母本改用II 32A，II 

32A具有异交结实率高和配合性强等特点。母本分二 

期播种，每期间隔5天。 

2．4．2 测交组合的配制 被测父本的测交选择，首 

先考虑株系的系谱资料，表现优异的株系要多测，表 

现一般的则少测；其次看被测父本的种性稳定状况， 

分离大的要多测，分离小的则少测。多测的株系一般 

配制3—5个测交组对，少测的株系配制2个测交组 

对。 

2．4．3 成对套袋测交 在被测父本始穗期，取母本 

(上接第40页) 

3 小结 

苦味叶下珠采用非试管快繁技术能明显提高扦 

插材料的生根率，并能明显加快生根速度。 

银杏采用现代的非试管快繁技术繁殖无论是多 

年生老枝条还是当年生嫩枝，其生根率均比传统扦插 

繁殖高出1．2个百分点。 

杜仲采用现代非试管快繁技术，采用ABT生根 

粉、Ⅱ引哚乙酸激素还是无激素处理，其生根率均要明 

显高于传统的扦插繁殖方法，生根时间也明显提早。 

雷公藤采用非试管快繁技术比传统扦插的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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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泥)。首先对母本进行整穗，保留2个稻穗，剪除其 

它多余的稻穗和穗苞，选留的稻穗要求穗顶部有少量 

颖花已开，剪去已开过的颖花和剑叶。将整穗好的母 

本移至到被测父本的植株边，选择 2个父本稻穗与母 

本2个稻穗用牛皮纸袋(35×13em)合套在一起，封 

好上口，下口用父本的倒两叶加以固定。 

2．4．4 人工辅助授粉，提高结实率 套袋后三天 

内，在开花散粉期用竹竿轻轻振动纸袋，进行人工辅 

助授粉。 

2．4．5 收种 授粉后约20—25天，将套袋内的父 

母本种子收取，分别装入种子袋中。 

2,4．6 再次进行优势鉴定 优势鉴定的方法和选 

择标准与第一次相同。对表现优异且种性稳定的测交 

组合，成熟期分取杂交种与父本植株样本2—3穴，进 

行室内经济性状考察及米质测定。 

3 小结 

在杂交水稻恢复系的育种过程中，采取F2代多 

选单株，缩减F3代种植群体，低世代测交等措施，不 

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育种后代的多样性，而且通过前 

期的淘汰，极大地提高育种工作效率。 

‘采用可恢复性差的不育系作测恢母本，同步进行 

抗性鉴定与筛选，在育种的低世代加大选择压，不但 

能大幅度地减轻测交的工作量，而且显著地提高入选 

材料的质量。 

在育种的高世代选用生产中推广的不育系作测 

恢母本，能准确地评价入选恢复系的生产应用价值， 

为进一步加代繁育及试验提供依据。 

率明显提高；且2年生和当年生的枝条生根率分别高 

于多年生枝条；生根时间提早 3天。 

栝楼在使用激素的情况下，采用非试管决繁技术比 

传统扦插技术的生根率明显提高，生根时间提早3—4 

天。使用块根繁殖和枝条繁殖的情况下，两种繁殖方式 

之间的生根率没有差异，但其生根率很高，分别达 

98．1％和96．2％，后者的生根时间比前者提早 12天。 

根据以上结果，在生产中繁殖苦味叶下珠、银杏、 

杜仲、雷公藤建议采用现代非试管快繁技术，而繁殖 

栝楼可直接采用传统的扦插和块根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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