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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杖组培苗移栽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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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加速虎杖提取加工业的发展，提 高组培苗移栽成活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不同基质、不同 

环境条件和不同处理措施对虎杖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疏松且保水的圃地表土 

有利于虎杖组培苗的移栽，且生长状况良好，成活率达 93％，高生长量 6．98em，平均叶片增量 4．86 

片：在温室大棚内间歇喷雾的移栽成活率要高于室外圃地，成活率达 96．25％，而苗木的生长，室外圃 

地要好于温室大棚；组培苗移栽后履盖薄膜可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量，成活率达95％，消毒与否 

对虎杖组培苗移栽成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虎杖组培苗的移栽在水分多，空气湿度大的地方可提高成 

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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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ransplanting Technology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of Polygonum Cuspid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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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Hunan Changsha 4 10004) 

Abstract：In order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distill machining of Plo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UCC， 

advanc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ation of Planted in tissue culture，debase cost of production，the effects 

of survival rate experiment on tissue culture of Ploygonum cuspidatum sieb’et ZlI~C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ubstratum，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nd the different processing measure．The 

results showed：Th e garden surface soil with loosens and guarantees the water ability was advantageous for 

Plo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ILCC transplantation，and in good growth condition，the survival rate reaches 

93％．the high growth volume WaS 6．98cm and average leaf blade increase 4．86 pieces．The transplantation 

survival rate in intermittent atomization in greenhouse was higher than outside garden place，the survival 

rate reaches96．25％．But the nuI‘sery stock S growth planted outside the garden place was better than in the 

greenhouse．After the tissue cultivates seedling to transplant the shoe to cover the thin film to be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nursery stock the survival rate and the growth quantity，the survival rate could reaches 

95％，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disinfection or not in cultivates the seedling of transplant survives 

of Ploygonum cuspidatum s&b et Zll~c．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ation of Plo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lI~C was higher in the washy and air humidity place． 

Key words：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et Z~CCU，Planted in tissue culture，Transplanting，Survival rate． 

虎杖(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et ZUCC．1又名阴 

阳莲、活血龙、大虫杖、酸杖、斑杖、酸桶笋、蛇总管、大 

活血等，为蓼科多年生高大草本植物[1]。虎杖根主要含 

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具有明显的抗癌、抑癌、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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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抗炎症、抗过敏和降血脂等功效，虎杖的根茎 

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通络、消炎止痛、去湿热黄 

疸、治慢性气管炎、降低血脂等功 2]。虎杖嫩茎是一 

道很好的森林蔬菜，口味松脆、微酸，有助于消化。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植物苗木，繁殖系数大， 

速度快，可进行周年生产，而且通过茎尖培养或脱毒 

处理等措施可以脱除病毒，培育优质苗木，并逐步应 

用于生产。植株从试管移出到田间种植前的栽培过程 

称为移植驯化【 ，即“过渡 ”，过渡的实质是植株从人 

工控制条件下的异养状态逐步向适应 自然条件下的 

自养状态转化，这个过程中光照、温度和湿度等条件 

的调节十分讲究，技术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会降低 

成活率，从而增加工厂化育苗的成本。目前，国内关于 

试管苗的报道很多，但真正应用于生产的还不多，其 

中试管苗移栽成活率低是主要原因之一，造成成本过 

高，难以推广。组培苗的移栽是工厂化育苗的关键技 

术之一，关系到组培育苗成功的关键。 

虎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效成份的提取方面 】， 

对虎杖的光合生理特性和组织培养及移栽技术研究 

却很少[6I7】。目前，虎杖苗极少，大都采挖野生资源进行 

种植，无法满足当今虎杖种植业的需求。本文对虎杖 

组培苗移栽进行了不同基质、不同环境条件和不同处 

理措施等试验研究，以期达到移栽成活率高且经济的 

移栽方法，使虎杖组培苗能得到普遍的推广应用，有 

利于虎杖加工业的发展。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苗圃及 

温室大棚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6．8℃，极高温 41℃，极低温 。10℃，年平均相对湿度 

80％，年平均降雨量 1600 mill，年日照时数 1560 h，无 

霜期 274d。圃地排水条件良好。温室大棚可控温控湿， 

24 h自动 间歇 喷雾 ， 白天 室温 20~28℃， 晚上 

1o~20℃。 

1．2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经湖南省林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组 

培成功的组培生根苗。初代外植体采自贵州兴义和湖 

北房县种源苗。 

1-3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每处理30株-4, 

区，4次重复。移栽后 30d调查苗木的成活率、生长量 

情况。 

1．3．1移栽时间、组培苗的选取与处理 移栽时间为 

3～6月。选用生根良好，根数 3～5根，根长在 2N5cm生 

长健壮的组培苗。将已生根的瓶苗从培养室内拿出， 

放在温室大棚内进行炼苗，加入少量水以保证苗木不 

失水分。炼苗 1d后，用清水把根部的培养基洗净，再 

用百菌清或甲基托布津 1000倍液浸泡 3-5min，移栽 

到装有基质的穴盘中或苗圃地。 

1．3．2移栽基质的配制 采用黄心土、泥炭土、珍珠岩、 

圃地表土等配制成不同的基质。①泥炭土：珍珠岩r1： 

1)，②泥炭土：珍珠岩(1：2)，③圃地表土，④黄心土。试 

验在苗圃地进行，同时加盖塑料薄膜和遮阳网。 

1．3．3不同环境条件下移栽 采用相同的基质和苗木 

处理方式，移栽的环境条件不同：①温室大棚移栽，② 

苗圃地露天移栽。 

1．3．4移栽不同处理措施 在苗圃地采用不同的处理 

方式①不消毒不盖膜，②盖膜不消毒，③消毒不盖膜， 

④消毒并盖膜。但同时都必须加盖遮阳网。 

1．4移栽后 的管理 

每天检查温度和湿度，及时调查，20d后揭开遮 

阳网和塑料膜，根据：匕壤状况进行间歇补水，30d后 

测定成活率及生长量。 

1．5所有数据均通过 Excel进行整理。方差分析、相关 

性分析、线性方程回归以及其它统计分析处理均用 

SPSS软件，图表处理用 Excel软件。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基质对虎杖组培苗移栽的影响 

移栽基质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组织苗移栽的成活， 

基质理化性质是影响组培苗移栽时生根成活的关键 

因素【 。从表 1、图1汇总结果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表2)，不同基质处理对虎杖组培苗移栽成活率有极 

显著性差异，以泥炭土：珍珠岩(1：1)~fl圃地表土基质 

的移栽效果较好，成活率达89．25％和93．00％，以黄 

心土移栽的成活率最差，只有 61．25％，土质疏松且保 

湿条件好的基质有利于组培苗移栽成活。不同基质处 

理对苗高生长的影响，经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表 

明f表 1、2)，基质的不同，苗高的净生长量也不一样， 

以圃地表土移栽的虎杖苗高生长最快，净苗高生长量 

达6．98cm，并与其它处理存在极显著性差异，生长最 

表 1 不同基质对虎杖组培苗移栽的影响 

基质处理 成活率(％)平均苗高生长量(cm) 平均叶片数增量(片) 

注：成活率LSDaos=9．759成活率 LSD∞l=13．684苗高LSDo~=1．160 

苗高LSD =1．627，叶片数LSDo．~=1．052．叶片数LSDⅢ=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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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是泥炭土：珍珠岩(1：2)，叶片数增量也以圃地表 

土增长最多，且与其它处理存在极显著性差异，增长 

最少的是泥炭土：珍珠岩(1：2)，这与移栽基质的保肥 

性能有关，泥炭+珍珠岩的移栽基质较疏松，但珍珠 

岩太多不利于水分和肥力的保持，而圃地表土的含水 

率比其它基质都高，而且保肥能力强，在天气干旱时 

还能形成毛细现象，而虎杖在有水的地方生长最好， 

因此以圃地表土的苗高生长和叶片数量的增多最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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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基质对移栽成活率影响的条形图 

2．2不同环境条件对虎杖组培苗移栽的影响 

组培苗移栽需要适宜的温度，一般在 15～30"C的 

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生根的要求，促进组培苗移 

栽成活【9】。由表3、表4可知，不同环境条件对虎杖组 

表 3环境条件对虎杖移栽的影响 

注：成活率LSDd ----9．179，成活率LSD =12．739，苗高LSI)0 =1．113 

苗高LSDo。 =1544叶片数LSDo 0s=0．640，叶片数LSDn0 =0．888 

培苗移栽成活率和生长状况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温室 

大棚内间歇喷雾的移栽成活率明显高于室外圃地的， 

且具有极显著性差异，相差 13．87个百分点。而苗木 

的生长状况，室外圃地的要好于温室大棚的，且也具 

有极显著性差异。虎杖组培苗的移栽在适宜的温度， 

水分多，空气湿度大的地方成活率较高，这与虎杖的 

喜湿性相一致。温室大棚能保证组培苗合适的温度和 

湿度，所以温室大棚内移栽的成活率高，而温室内穴 

盘的容积限制了虎杖的生长，而且移栽成本也较高， 

圃地移栽虽然成活率低于温室大棚，但其成活率也达 

到了83．35％，苗木生长状况要远远好于温室大棚 

的，而且成本较低，可通过加强圃地水分管理来提高 

虎杖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 

表 4环境条件对虎杖移栽成活率方差分析 

表 5不同处理方法对虎杖移栽结果 

注：成活率 LSD0 0s 12．340，成活率 LSDoDl=17．301苗高 LsD = 

0．430，苗高LSDao =O．603，叶片数LSDQ~=1．008，叶片数LSDoD = 

1．413 

2-3 不同处理措施 对虎杖移栽的影响 

湿度是组培苗移栽成活的关键。刚移栽的组培苗 

对水分最敏感，试管中的小苗，因湿度大，茎叶表面防 

止水分散失的角质层薄，根系也不发达或无根，移栽 

后难以保持水分平衡，因此不仅要保持根的周围有足 

够 的水分，而且要使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 90％以 

上【i0】。 

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 5、表 6)，对虎杖组培苗 

移栽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其效果有极显著性差异， 

移栽后履盖薄膜与不盖薄膜不仅在成活率上有极显 

著性差别，而且在苗高生长、叶片数的增多等都有极 

显著性差异，成活率提高了35个百分点，虎杖组培苗 

在移栽过程中消毒与否，对移栽成活率及苗木的生长 

没有显著性影响。履盖薄膜主要是保证了土壤湿度与 

空气湿度，有利于虎杖苗木的成活与生长，这与虎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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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习性是一致的。因此盖膜可提高虎杖组培苗的 

移栽成活率。 

3 小结与讨论 

3．1移栽基质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组织苗移栽的成活， 

基质理化性质是影响组培苗移栽时生根成活的关键 

因素。普遍认为，作为炼苗基质的材料应具备弱酸、低 

肥、轻质，体积不因干湿而明显改变，能形成稳定的根 

团，保水、保肥、通透性良好，且无菌等的特性[9J。 

不同基质处理对虎杖组培苗移栽成活率有极显著性 

差异，疏松且保水、保肥的土壤有利于虎杖组培苗的 

移栽成活，圃地表土基质不仅疏松而且保水、保肥性 

好，因此移栽成活率最高，达 93．00％，而黄心土易板 

结不保水，因此移栽成活率最差。苗木生长状况，也以 

圃地表土效果最佳，净高生长量 6．98cm，平均叶片增 

量4．86片，圃地表土能提供更多养分和水分，生长最 

快。 

3．2组培苗移栽需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一般在 

l5～30℃的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生根的要求，并 

促进组培苗移栽成活。如果温度太高，则相对湿度下 

降，植株蒸腾作用加速，呼吸消耗能量过大，养分积累 

减少，不仅影响成活率，还影响成苗的质量，如果温度 

太低则根系和植株生长缓慢[9]。湿度是组培苗移栽成 

活的关键，刚移栽的组培苗对水分最敏感，试管中的 

小苗，因湿度大，茎叶表面防lE水分散失的角质层薄， 

根系也不发达或无根，种植后难以保持水分平衡，当 

移栽到瓶外后，空气相对湿度急剧下降，若不保持适 

宜的空气湿度，叶片极易失水且不易恢复，从而导致 

组培苗的死亡。因此不仅要保持根的周围有足够的水 

分，而且要使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90％以上。温室大 

棚可控温控湿，24h自动间歇喷雾 ，白天室温 

20～28℃，晚上 l0～20℃，能保证大气的温度和湿度， 

有利于组培苗移栽成活。 

不同环境条件对虎杖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和生长 

状况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温室大棚内的移栽成活率要 

高于室外圃地，成活率达96．25％，而苗木的生长，室 

外圃地的要好于温室大棚的，苗高比温室大棚的净生 

长量高4．39cm，虎杖组培苗的移栽在水分多，空气湿 

度大的地方成活率较高，而穴盘的容积限制了虎杖的 

生长，而且移栽成本也较高，圃地移栽虽然成活率低 

于温室大棚，但其成活率也达到了83．35％，苗木生 

长状况要远远好于温室大棚的，而且成本较低，可通 

过加强圃地水分管理提高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 

3_3虎杖组培苗移栽后履盖薄膜有利于苗木成活和 

生长，成活率可以提高35个百分点，消毒与否对虎杖 

组培苗移栽成活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履盖薄膜主要是 

保证了土壤湿度与空气湿度，有利于虎杖苗木的成活 

与生长，这与虎杖的生活习性是一致的。因此盖膜可 

提高虎杖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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