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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县半夏种茎组嘻生 没术的理念与实线 

吴二牛，张英魁．王进贤 

(西和县农牧局，甘肃 西和 7421 O0) 

摘 要：本文通过半夏组培项目的实施，实践证明半夏种茎 

组培是扩大种群数量、获得无病株系的有效之举，克服大田瓶颈 

因素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半夏；种茎组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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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夏组靖生产中取得的生产技术体系 

㈠技术路线及现状 组织培养是指从体内取出器官 (部 

分)、组织和细胞，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在无菌、适当温度和一定 

培养条件下，使之生存、生长，维持其正常结构和功能的方法。 

西和半夏组培按照组织培养操作程序，从种茎选择整理、初 

代培养、脱分化、再分化、愈伤组织、继代培养、丛生芽至炼苗移 

栽生产超级原种、原种的整个生产线均已实现预定目标，年配制 

培养基 1．2万升(12万瓶)，年生产无性系苗条 10万瓶 (120万 

株)，年生产超级原种 100万粒。西和县半夏种茎组培生产能力、 

生产规模及生产线的标准化程度达到了设计 目标。 

(==)主要技术体系 

第一，培养基配制。以MS培养基为基础，根据半夏生长发育 

规律与特性，设置 18个处理，从中筛选出了3个不同季节、不同 

培养 F=i标的改进型培养基。 

第二，培养材料的采集。选择原则：性状型、带菌少(即田问 

植株无病症、病状)、易于诱导的2年～3年生块茎。从外界或室 

内选取的植物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各种微生物。一是将采来 

的植物材料除去不用的部分，将块茎细洗干净，如用适当的刷子 

等刷洗。洗时可加入的是表面活性物质——吐温 80，然后再用 

自来水冲净附着在块茎表面的污物，除去脂质性的物质，便于灭 

菌液的直接接触。二是对材料的表面浸润灭菌。要在超净台内完 

成，准备好消毒的烧杯、玻璃棒、75％酒精、消毒液、无菌水、手表 

等。用 75％酒精浸 10秒～15秒。由于酒精具有使植物材料表面 

被浸湿的作用，加之 75％酒精穿透力强，也很易杀伤植物细胞， 

所以浸润时问不能过长。三是用灭菌剂处理。表面灭菌剂的种类 

较多，可根据情况选取表 1中的 1种～2种使用 四是用无菌水 

涮洗，涮洗要每次 3分钟左右，视采用的消毒液种类，涮洗 3 

次～10次左右。 

第三，接种初代培养外植体和快繁体系建设。一是接种。在 

无菌环境下，将处理好的块茎立即接在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1 

个，以防止交叉污染。二是封口。接种后，瓶、管仍用原无菌封口 

膜、双皮筋封口。三是温度。培养基大多应保持在 18℃～25℃左 

表 1．灭菌荆使用及效果 

使用浓度 持续时间 灭菌剂 去除的难易 效果 

(％) (分钟) 

次氯酸钙 9～l0 5～30 易 很好 

次氯酸钠 2 5～30 易 很好 

氯化汞 0、l～l 5～8 较难 最好 

4毫克 ／升～ 抗菌素 
30～60 中 较好 

50毫克 ／升 

右。四是继代培养建立快繁殖体系。待块茎萌芽之后，对出早芽、 

晚芽及污染的全部淘汰，芽长至 0．5厘米～1厘米时，剪取 0．3 

厘米～0．6厘米芽尖进行脱分化、再分化培养愈伤组织，建立快 

繁体系。外植体的增殖是组培的关键阶段，在新梢等形成后为了 

扩大繁殖系数，需要继代培养。把材料分株或切段转入增殖培养 

基中，增殖培养基一般在分化培养基上加以改良，以利于增殖率 

的提高。增殖培养 1个月左右后，可视情况进行再增殖。五是根 

的诱导。转到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继代培养，3个月后 

即可获得健壮根系的无性系苗。 

第四，组培苗的炼苗移栽。试管苗从无菌到光、温、湿稳定的 

环境进入自然环境，必须进行炼苗。一般移植前，先将培养容器 

打开，于室内自然光照下放 3天，然后取出小苗，用自来水把根 

系上的营养基冲洗干净，再栽入已准备好的基质中，基质使用前 

最好消毒。移栽前要适当遮荫，加强水分管理，保持较高的空气 

湿度(相对湿度 95 左右)，但基质不宜过湿，以防烂苗。 

二、在半夏组墙的关键性技术上取得的成效 

( 科学合理的材料整理达到了纯化品种的目的 自2003 

年 4月中旬起，从当地野生训化过来的主种品种之中，选择 10 

万粒性状典型的半夏种茎，在 2004年 3月建成立0．03公顷选 

种圃。自出苗至收获期间，以植物学特征特性典型、无病症为标 

准，自出苗至封行之期，共选择了 1万株，在此 1万株中通过去 

杂去劣，到收获期入选的单株仅为 0．32株，0．316万粒种茎。 

2005年 1月用所选择的种茎进行外植体培养，用芽尖组织培养 

建立快繁体系、增殖培养无性系茁、炼苗移栽生产超级原种以及 

超级原种大田扩繁等可控条件之下又经严格的单株选择混合繁 

殖，遴选出了具有以下性状的品系40万粒。 

第一，根。半夏为须根。种子繁殖初生根 3根～5根，次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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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较大一般在 6根～1l根之间；用茎繁殖不定根一般为 8 

根～14根。 

第二，茎。种子发芽之后，茎基生变态成块茎，在大田生产中 

难见茎的存在。 

第j，叶。叶基生，叶片全缘。一年生为单叶，卵状心形；2 

年～3年生为 3小叶的复叶，卵状椭圆形，1．5厘米--3．2厘米， 

中间一片略大：网状叶脉，叶柄长 8厘米～22厘米，基部有 1 

个～2个株芽。 

第四，花。单性同株，花葶长 28厘米～35厘米，肉穗花序， 

下部为雌花，中部不育，上部为雄花，花序上端延伸鼠尾状物伸 

出佛焰苞之外；花期 5月～7月。 

第五，果。为浆果，卵形，8月成熟，成熟后为褐红色。 

总之，通过该项目所生产的“西和半夏”内在品质和理化质 

量具有明显的地道性，植物学特征特性、药用部位的感官与《中 

药鉴学》、《中国药典 2005年版一部》所载相同，是具有十分明显 

的形态特征的新品系。 

㈢遴选获得了不带病原物的繁殖体系 无论任何植物在自 

然界中部有一定数目的抗病个体。半夏大田病害严重、种茎种性 

退化是客观现实，究其原因是种茎带菌、带毒所致。西和半夏种 

茎组培生产，在如上所述的培养材料选择的基础上，着重通过以 

下几方面的选择与整理遴选无病个体。 

第一，外植体遴选。在种茎组培生产的3年之中，以单株选 

择混合繁殖的所生产的种茎为接种材料，共接种 1．9万瓶。 

表2．外殖体培养与遵选个体统计 

选出的不带病 接种时节 组养个数(瓶) 百分率 (％) 

的个体数(个) 

2005年元月 512 14 2．734375 

2005年 4月 5819 193 3．316721 

2005年 8月 813O 254 3．124231 

2006年 1月 3204 l22 3．80774 

2006年 4月 1550 43 2．774194 

f 合计 19215 626 3．257871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从大田栽培品种之中，按照既定标准所 

选的半夏种茎，接种培养外植体 19215个(瓶)，其中不带病原物 

或带病原物极少的个体约为 3．33％，这足以说明当地半夏种茎 

退化的原冈及大田生产制约因素。严格的外植体遴选，为无病品 

系建立、项日建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愈伤组织遴选。将外植体的芽尖、叶柄、叶片放在培基 

里，伤口之处产生愈伤组织，芽尖继续生长发育，在此过程之中， 

有的外植体未能表现出的病症开始显症，严格淘汰由内生菌(主 

指病原物)、环境引起的污染。通过大量的统计，总体污染率为 

l3．7％，其中由病原物引起的为 8．26％，由操作及环境污染的为 

4．44％。 

第三，中间体增殖遴选。在此间的选择包括丛芽遴选与无性 

系苗遴选两方面，以愈伤遴选建立起来的快繁体系为材料，将其 

放在另一类型的培养基中，培养成丛芽或无性系苗。在此过程之 

中，随培养基的改变、培养代数的增加促使由内生菌引起的污染 

再次显症，严格淘汰由内生菌、环境引起的污染。 

第四，原原种生产遴选。原原种生产遴选包括可控温室炼苗 

移栽原原种生产与大田原原种扩繁两方面的选择；此期内的选 

择淘汰病株、异株、杂株之外，种茎选择成为主要内容，大田原原 

种扩繁生产中，已有 2年～3年生块茎，花、果的性状又成为新 

的内容标准。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选择，该项目所选出的种茎原原种确系 

为不带病原物的种茎，在原原种大田扩繁生产中，生长周期长， 

自春季出苗之后，没有倒苗、死苗现象，当至深秋季节日均气温 

稳定在 l0℃以下时开始枯萎倒苗，每个种母块茎产生 2个珠 

芽，多者 3个～4个。 

㈢完善脱毒消毒体系，有效控制组培生产中的污染 从污 

染产生来看主要有培养成物内生菌污染、环境污染两个方面；对 

培养成物内生病原物的脱毒主要是通过培养材料的消毒、系统 

的选择为主，配以抗生素处理及外植体接种前的高温钝化；对环 

境条件污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控制。 

第～，清洗。植物组织培养用的各种玻璃器皿，特别是培养 

瓶和盛培养基的器皿，一定要严格清洗，以防油污、重金属离子、 

酸、碱等有害物质残留在瓶内，影响培养物的生长。使用过的玻 

璃器皿应及时清洗，先将污物如培养基、培养物倒掉，再浸入水 

中，然后洗涤。玻璃器皿的洗涤，可根据器皿的污染程度和性质， 

采用不同的方法，通常有碱洗法和酸洗法。凡有微生物污染的器 

皿，必须先进行高压消毒和煮沸，以杀死菌体，否则会产生孢子 

飞扬，污染环境，给组织培养带来严重困难。器皿洗净后，应烘干 

或晾干，放在规定的地方，便于取用。 

第二，消毒灭菌。一是湿热灭菌(培养基)：培养基在制备后 

的24小时内完成灭菌工序。二是灼烧灭菌(用于无菌操作的器 

械 )：在无菌操作时，把镊子、剪子、解剖刀等浸入 95％的酒精 

中，使用之前取出在酒精灯火焰 卜灼烧火菌。冷却后，立即使用。 

操作中可采用 250毫升或 500毫升的广 口瓶，放入 95％的酒精， 

以便插入工具。三是干热灭菌(玻璃器皿及耐热用具)：干热灭菌 

是利用烘箱加热到 160℃～180℃的温度来杀死微生物。由于在 

干热条件下，细菌的营养细胞的抗热性大为提高，接近芽孢的抗 

热水平，通常采用 l70℃持续 90分钟来灭菌。四是紫外线灭菌： 

在接种室、超净台上或接种箱里用紫外灯灭菌。紫外线灭菌是利 

用辐射因子灭菌，细菌吸收紫外线后，蛋白质和核酸发生结构变 

化，引起细菌的染色体变异，造成死亡。紫外线的波长为 200纳 

米～300纳米，其中以 260纳米的杀菌能力最强，但是由于紫外 

线穿透物质的能力很弱，所以只适于空气和物体表面的灭菌，而 

且要求距照射物以不超过 1．2米为宜。五是熏蒸灭菌：用加热焚 

烧、氧化等方法，使化学药剂变为气体状态扩散到空气中，以杀 

死空气和物体表面的微生物。这种方法简便，只需要把消毒的空 

间关闭紧密即可。常用熏蒸剂是甲醛，熏蒸时，房间关闭紧密，按 

5毫升／立方米～8毫升／立方米用量，将甲醛(下转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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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体变形，溶解而死亡，如青霉素、杆菌肽等：损伤细菌的胞浆膜 

通透性，从而使菌体内的必需物质渗漏外溢，导致菌体死亡，如 

制霉菌素等；干扰微生物蛋白质的合成，从而产生抑制和杀灭微 

生物的作用，如链霉素、卡那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红霉素等。抗 

生素在防治畜禽传染病、感染性疾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如果用药不当，也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 

㈢使用抗生素应对症下药，并掌握好抗生素的适应症 各 

种抗生素的抗菌谱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根据临床诊断，弄清畜禽 

致病微生物的种类及其对药物的敏感性，有条件时，还应做药敏 

试验，并根据畜禽症状轻重而选择对病原微生物具有高度敏感、 

临床疗效好、不良反应较少的抗菌素，以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 

这样可以明显提高治疗效果。如对革兰氏阳性菌引起的感染，可 

选用青霉素、红霉素和四环素药物，对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 

染，可选用链霉素、氯霉素等药物；对耐青霉素及四环素的葡萄 

球菌感染，可选用红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药物；对绿脓杆 

菌感染可选用庆大霉素等药物。 

㈢严格控制使用剂量、疗程和用药方法 畜禽患病要想达 

到预期治疗目的和效果，就必须严格掌握用药量，同时注意血液 

中的抗生素含量达到有效的浓度为准则。如果用量太小则达不 

到治疗目的，甚至使病原体产生耐药性；用药剂量过大，会造成 

浪费，甚至还会出现畜禽药物中毒发生。一般开始应用时。其剂 

量宜稍大，给予病原微生物以有效杀灭；对家禽急性传染病，剂 

量也宜稍大，肝、肾功能不良的畜禽应酌情用量。疗程要视畜禽 

病情而定。传染病和感染症一般应连续用药 3天～5天，直至症 

状消失后，切忌停药过早而导致疾病复发。 

㈣要防止细菌产生耐药性 除了掌握抗生素的适应症、剂 

量、疗程外，还要注意将有效的各种抗生素药物分期、分批地交 

换使用，同时不要滥用抗生素，特别是病因不明和病毒性疾病， 

均不要轻易使用抗生素。一般情况下，其它药物可以治好的病不 

要用抗生素，一种抗生素可以治好的病，不要同时用多种抗生 

素，抗菌谱窄的抗生素可治好的病，不要用抗菌谱广的抗生素。 

C石)防止影响免疫反应 据报道，某些抗生素在治疗疾病时 

能抑制免疫功能，如庆大霉素、金霉素等。此外，抗生素对某些活 

菌苗的主动免疫过程有干扰作用，这是由于菌苗中微生物被抑 

杀，影响抗体产生。因此，在进行各种预防菌苗注射前后数天内， 

以不用抗生素为宜。 

应 当注意抗生素的配伍禁忌和质量 有些抗生素不能和 

其它药物混合使用，否则要产生配伍禁忌，会 出现不溶解、沉淀、 

变色、降低效价和失效等现象，甚至带来不 良后果，所以应设法 

避免。如四环素不能与青霉素、磺胺嘧啶等混合使用。另外，对于 

已变色、潮解、结块及超过有效期的抗生素，一律不可再用。 

㈦要注意经济效益，防止不良反应发生 在同等效果的前 

提下，要尽量选用廉价的抗生素。使用抗生素时。若畜禽出现了 

副作用，此时要及时停药并改用其它药物。 

(上接第 31页)置于广口容器中，加 5克 ／立方米高锰酸钾氧化 

挥发。熏蒸时，房间可预先喷湿以加强效果。冰醋酸也可进行加 

热熏蒸，但效果不如甲醛。六是喷雾灭菌 (物体表面)：物体表面 

可用一些药剂涂擦、喷雾灭菌。如桌面、墙面、双手、植物材料表 

面等。可用 75％的酒精反复涂擦灭菌，1％～2％的来苏儿溶液 以及 

o 25％～1％的新洁尔也可以。 ． 

第三，无菌操作。入无菌室前，要洗手，去掉指甲中的污物。 

入室时要穿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帽子、口罩和鞋子等。操作前 

要用 75％的酒精擦洗工作人员的手，操作中要经常用酒精擦洗 

手。不准讲话，亦不准对着操作区呼吸，以免微生物污染材料、培 

养基和用具。每次重新操作都要把工具在火焰上消毒。必须在酒 

精灯火焰处进行操作，如打开瓶口，转接材料。盖瓶盖前应将瓶 

口在火焰上烧一下，再将盖子也在火焰上烧一下，然后盖上。 

㈣对半夏生长发育习性的更进一步认识为其原种及大田优 

质丰产栽培奠定了基础 半夏，由野生至人工培栽训化历时短 

促，对其生物学特征特性、病虫草害威胁、良种繁育体系建立等 

诸方面的认识与研究工作，与生产要求相比较，还有一定的距 

离，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半夏“喜光怕强、喜水怕涝、喜温怕高、喜 

肥怕猛”的特性缺乏认识：二是炭疽病、紫斑病、青枯病、根腐病、 

病毒病、杂草的应急防治缺乏有效的控制体系；三是种茎退化严 

重。加之生产繁育体系不健全。导致种源不足。因此。在国内其它 

产区仍存在着人工栽培发展依然缓慢的客观现实。 

(责任编辑 张顺全) 

∞ 雄 雄 鼎 ·皇 ·气芒 

自该项目论证之时起至目前组培种茎生产达标，在以其组 

培种茎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观察半夏生物特征特性。加 

大试验研究力度，将取得的成果用于生产示范，以提高单产为中 

心，强化轮作制度、控制病害威胁，加大栽培密度、确保大田群体 

生产力为基本点，大力推广以有机农家肥为主，配方施用氮、磷 

复合肥的栽培体系，使大田生产栽培技术取得突破性的改进，特 

别是半夏种茎组培超级原种问世，以野生资源的种性纯化为基 

础的良种选育取得成功，不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害、大力推广无 

公害半夏生产技术、深化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加工为基础的技术 

体系，构成了规范生产、规模发展的技术体系核心，为当地半夏 

安全可靠、高额丰产、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半夏组培的认识 

通过 4年半夏种茎组培生产的实践，组织培养在农业生产 

之中具有培养条件可以人为控制；生长周期短。繁殖率高：管理 

方便，工厂化生产和自动化控制的特点十分明显。其意义也非常 

重大，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点，一是快速繁殖优良品种、优 良类型 

和珍贵种质资源；二是脱除各类病毒，幼化复壮植物；三是有效 

的培养新品种，创造新型植物种类；四是保存种质资源，避免基 

因的丢失和毁灭。半夏组培与其它植物组培一样，人为提供一定 

的温度、光照、湿度、营养、激素等条件，并需要一定设备及能源 

消耗。生产运营成本大。将其作为盈利性质商业产业还不现实。 

(责任编辑 张顺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