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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半夏叶柄外植体快繁技术研究 

李先良，王学民 (荆楚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LC01fq 448ooo) 

摘要 『目的]通过组培的方法探索荆半夏形成生产用小块茎的最佳途径。[方法]将叶柄躺接或竖接于不同的培养基诱导珠芽，然后 

将殊芽接入不同培养基并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培养使其形成小块茎。[结果]从殊芽形成之前的半夏小苗所取叶柄竖接至培养基 4-0．5 

rav,／L BA+0．2~w-／L NAA中获得大量质量较好的珠芽，珠芽分开后接入培养基Ms+0．05 L BA+0．01 L NAA中，采用 10 h／d光照 

培养可获得适合于大田栽种的小块茎。[结论]荆半夏叶柄经过适当的组培方法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生产上使用的小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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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Ⅱ陀 №lpid．nq，a犟 I Technical systa~ with tlle Petioles of P／nel／／a Ternate Breit as ExpLants 

LI yaan-nang et al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ollege，Jingc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dmology，Jing~n，Hubei 4480O0) 
Abstract 1he research aimed to find out the high-efficiency techrfical system for rapid propagation of Pinellia terno~ Breit．1he petioles cut from the dif- 

ferent growth stages of P】 删 ／aterrtate Breitwere cultured on ditierent nledia．1heh1dsformingfrom thepetioles after aperiodof culturewere separated 

and placed on different regenerationI／l~ a．rn result indicated that MSI／l~ ll／nwith 0．5．e,／L BA and0．2．e,／L N从 was appropriate to stand the peti— 

oles before its shoot forming．More and betterttlbers can be induced through the shoot-culturing on MS  medium with 0．05 ．e,／L BA+0．01．e,／L NAA un— 

der 10-hour illttmination per clay． e tubers．which can rapidly form from petioles by the lmthod oftissue culture，eaR be well USed as seeds in cultivation 

of pinellia temate Br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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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Pinellia ternate Breit)是天南星科半夏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块茎入药，有镇咳祛痰 、和胃止呕、祛风定惊 、散节消 

肿等功效，是一种常用的传统中药材。近年来，对野生半夏 

的过度采挖，使其资源濒临枯竭。半夏可通过块茎、珠芽及 

种子繁殖。关于半夏快繁的研究报道较多 ，有成功地用半夏 

叶柄或叶片为外植体直接诱导块茎的报道uI4J，但对诱导出 

块茎的大小、萌芽率及是否适合做种茎用未作讨论。为此， 

笔者结合半夏的栽培实践及自然繁殖过程，通过简单的培养 

程序，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直接用于生产的繁殖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荆门地区桃叶型半夏。 

1．2 方法 

1．2．1 培养程序。试验分为珠芽诱导和小块茎形成两个环 

节。4月 5日种下小块茎，分别在 5月 1日、5日、25日、8月 

15日及9月 5日取叶柄，按躺接和竖接两种方式接入培养 

基。将诱导出的珠芽增殖培养后，接入成苗培养基，形成移 

栽小苗，待小苗 自然死亡后给予适 当的温度和水分，统计小 

块茎的萌发率。 

1．2．2 培养基的配制。诱导培养基：Ms+0．2 mg／L NAA+ 

(0．2,0．5、1．0)mg／L BA；珠芽增殖培养基：Ms+0．5 mg／L 

BA；块茎形成培养基 ：①Mso，②MS+0．05 mg／L BA+0．O1 

mg／LNAA，⑧MS+0．5 mg／L BA+0．2 mg／L NAA，其 中 MS、 

BA、NAA分别代表基本培养基、细胞分裂素6．苄基·腺嘌呤 

和生长激素 a一萘乙酸。培养基其他条件均为：pH值 5．8，琼 

脂7．0 g／L，蔗糖 3％，块茎形成培养基蔗糖浓度为 1％。 

1．2．3 栽种和培养条件。外植体长度一般在 1．5 em左右。 

在超净工作台内按如下步骤消毒：75％酒精浸泡 30 s一无菌 

水清洗 1次一+0．1％升汞浸泡 10 min一无菌水冲洗 5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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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条件：培养室温度 25℃，珠芽诱导光照 8 h／d，块茎形成设 

光照 8、10、12 k／d 3个处理。光照强度 2 000～3 000 lx。 

表1 取材时间、激素浓度及接入方式对半夏珠芽诱导的影响 

'lhble 1 Effects of saI珥】liIlg time，hormone eonemtralion and gestu~s on 

lub~rinductionfrom Pinellia ternate Brfit 

注 ：接种数均为 15个 。 

Note：15 explants wereinoculatedin eachtreatment． 

2 结果与分析 

2．1 珠芽的诱导培养 半夏在 1年的生长过程中，7月中下 

旬会有 1次倒苗，8月初再出苗，8月下旬长出珠芽。不同时 

间的叶柄其生理状态不同，组培反应也不同，不同时间取材 

可确定适于组培的最佳时间。叶柄接入培养基 10 d后开始 

膨大，20 d开始形成芽，这些芽底部膨大，形态和珠芽十分相 

似，应该是珠芽。30 d后数量不再变化(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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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分析表明(表 1、2)， 同取材时间对诱导率影响 

明显，5月 1日和 8月 15日取材的诱导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 

时间所取的材料，这可能与叶柄的生理状态有关。5月 1日 

和 8月 15日的幼苗还未形成珠芽，叶柄 比较嫩，适合向形成 

表2 各因素影响的显著性分析 

q[hble 2The~gnificant analog Oil eachinflu~ndngfactor 

珠芽的方向发展。取材时间对形成珠芽的数量无明显影响， 

5月 25日和 9月 5日所取材料的叶衲中，有一部分可能因为 

是处在叶柄的上端 ，生理状态较好 ，容易形成珠芽。这说明 

不同时间所取材料形成珠芽的能力不同，但一旦形成珠芽， 

形成珠芽的数量则不会有差异。0．5和 1．0 mg／L BA对于叶 

柄形成珠芽和形成珠芽的数量无显著差异；0．2,W,／L BA对 

叶柄的诱导效果显著降低，这可能是因为较高比例的BA能 

促进芽的形成；0．5,W,／L形成珠芽相对较慢，大小比较一致， 

珠芽间的距离相对大一些；1．0 mg／L BA形成珠芽相对快一 

些 ，大小均匀度较差，珠芽间比较紧密，分离相对困难。 

接入方式对诱导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竖接方式形成的 

珠芽比躺接的体积上相对大一些(图1)。 

图 1 叶柄形成的珠芽 

Hg．1 The shoots~rmed from p酬Id 

2．2 小块茎的形成 诱导形成的珠芽经增殖后，将其分开 

接入不同培养基，经不同光照培养后，形成小苗，将小苗移 

栽，统计移栽成活率，倒苗后挖出小块茎，统计平均大小后播 

于土壤中，保持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统计萌芽率(表 2、3)。 

表3 培养基和光照时间对块茎形成的影响 

bIe 3 Effect 0fmedia and mmninafional time Oil the formation 0ftllbe~ 

由表 3可见，培养基③中相对较高的激素能提高珠芽出 

苗的时间，但也造成一系列负面效果，表现为：①成苗率降 

低。由于珠芽本身可作为繁殖体，体内的激素水平和种类使 

其较易成苗。②移栽成活率较低、在相对浓度较高的刺激 

下，形成的小苗各种代谢可能与正常小苗存在差异，移栽后 

难以适应环境而出现死亡：③形成的小块茎相对较小。可 

能是因为激素提高了代谢 水平．使淀粉一类的贮能物质减 

少。高浓度激素条件下形成的小块茎还表现出萌发率相对 

较低。从培养效率的角度考虑，培养基②比①好，成苗时间 

短 、快繁周期缩短。光照时间影响移栽成活率和小块茎平均 

大小，提高光照时间，小苗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增长，使小苗 

的自养生理机能更加健全和有效，合成的贮能物质也相应增 

加，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体积相对较大。光照 lO和 12 lJd 

对成活率影响不大，对小块茎平均大小虽有影响，但小块茎 

平均大小均在 0．8～1．1 em较合适的范嗣内(培养基③的情 

况除外)，考虑成本，10 h／d光照更合适。 

3 结论与讨论 

(1)理论上讲，组培应用于半夏繁殖可提高繁殖效率，但 

生产上需注意：①通过组培快繁，应大幅度提高繁殖效率，同 

时能降低成本；②通过组培获得的繁殖体应能方便地应用于 

生产，与组培种苗相比，用块茎作繁殖体可避免移栽过程中 

的损失，但组培的块茎应大小适中且均一，栽种后能完全萌 

发。该研究通过“叶柄一珠芽一块茎”途径获得的块茎能满 

足生产的需要，且繁殖效率较高。 

(2)从叶柄到珠芽这一过程中，取材时间可影响叶柄的 

生理状态，进而对培养效果产生影响。试验表明，半夏叶柄 

较适合诱导，培养基 Ms+0．2 mg／L NAA+0．5 mg／L BA诱导 

出的珠芽较多较好，叶柄竖接培养产生的珠芽相对大些。 

(3)从珠芽到块茎的过程，实际上是半夏自然繁殖过程 

(下转第 2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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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育鲜食糯玉米高产品种时，在生产季节及市场需求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选择生育期较长和多行大穗品种可间接 

通过株高和穗粗等性状提高鲜穗产量。对出籽率的选择可 

适当放宽，但应注意与其他性状相协调。 

鲜食糯玉米 1O个主要农艺性状与鲜穗产量通径分析的 

相关系数为 =0．904 3，说明穗粗、株高、行粒数、穗长、穗行 

数、秃尖长、粒深、出籽率、生育期和穗位高 1O个因素所决定 

的鲜穗产量的变异 占鲜穗总产量变异的 9o．43％，另有 

9．57％的变异归属于其他未知因素和试验误差。 

3 结论与讨论 

鲜食糯玉米 11个主要农艺性状与鲜穗产量的相关系数 

由大到小依次为穗粗、穗长、株高、行粒数、百粒重、秃尖长、 

穗位高、粒深、穗行数、生育期和出籽率。而各性状对鲜穗产 

量的直接通径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穗粗、株高、行粒数、穗 

长、穗行数、秃尖长、粒深、出籽率、生育期和穗位高。两者存 

在一定差异，这是 因为通过通径分析，各性状对产量性状的 

影响不仅包括各性状对产量的直接效应，还包括各性状彼此 

间对产量性状的间接效应，较准确地揭示了各性状对鲜穗产 

量的相对重要性，在生产和育种工作中更具指导意义。 

穗粗、穗长、株高和行粒数对鲜食糯玉米产量均呈极显 

著正相关 ，直接效应较大，对鲜穗产量的间接效应也均较大。 

穗位高、秃尖长和粒深与鲜穗产量的相关系数均呈显著或极 

显著正相关，秃尖长和粒深对鲜穗产量的直接贡献较小，穗 

位高与鲜穗产量为最大直接负效应。穗位高、秃尖长和粒深 

通过穗粗和株高，秃尖长通过穗长与鲜穗产量呈较大间接正 

效应。生育期和穗行数与鲜穗产量呈不显著正相关，出籽率 

与鲜穗产量呈不显著负相关。穗行数对鲜穗产量的直接贡 

献较小，生育期和出籽率对鲜穗产量呈一定程度的直接负效 

应。生育期和穗行数通过株高和穗粗，生育期通过行粒数对 

(上接第 2247页) 

的模拟，这一过程在培养基中进行，主要是因为形成的珠芽 

相互粘连，分开时会造成损伤。完成这一过程的培养基与土 

壤的功能相似，所以激素浓度不宜较高，甚至可不加，但综合 

考虑培养效率，以培养基 Ms+0．05 mg／L BA+0．01 mg／L 

NAA较好。充足的光照可锻炼组培苗的光合系统，从而提高 

组培苗的自养能力，以 10 h／d光照较好。 

鲜穗产量有较大间接正效应，而出籽率通过株高和穗粗对鲜 

穗产量呈较大负效应。该研究中穗长、株高、穗位高和穗行 

数对鲜穗产量的效应与张新宇等_6J、谢大森等_7 J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其他性状与张新宇研究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可能 

与品种及环境差异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鲜食糯玉米 1O个主要数量性状所决定的鲜穗产量的变 

异占鲜穗总产量变异的9o．43％，另有9．57％的变异归属于 

其他未知因素和试验误差，有待进一步研究。 

所以选育鲜食糯玉米高产品种，必须充分考虑各主要农 

艺性状间的相关性，把穗粗、行粒数、株高和穗长等性状的选 

择放在优先位置，选择较高的表现型。穗位高、粒深和秃尖 

长的选择也不容忽视，但秃尖长的选择要在优先选择穗长的 

前提下进行，在秃尖长不是太长时选择尺度可适当放宽，以 

提高其外观品质。另外，在生产季节及市场需求条件允许的 

前提下，选择生育期较长和多行大穗品种可间接通过株高和 

穗粗等性状提高鲜穗产量。对出籽率和百粒重的选择可适 

当放宽，但应注意与其他性状相协调。各性状之间相互协 

调，才有可能选育出高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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