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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组培工厂化生产与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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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无菌系建立、增殖培养、生根培养、炼苗移栽等方面详细介绍了金银花组培工厂化生产的方法，并阐述了其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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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通常采用扦插、播种、压条进行繁殖，但受到时 

间、季节、母株的限制，影响了批量生产。应用植物组织培养 

技术快速生产金银花种苗，不仅能提高苗木质量，而且可根 

据市场需要进行育苗量控制，随时满足市场的需要，为药材 

市场提供有力的保障。 

1 金银花组织培养工厂化生产 

1．1 设备及技术流程 生产车间(室)主要由洗涤室、培养 

基制备室、灭菌室、无菌操作室(接种室)、培养室、驯化室和 

温室构成。 

生产技术流程：三角瓶经洗涤室洗涤干净一配制诱导、 

增殖、分化培养基一灭菌室灭菌一接种室接种一培养室培 

养一温室炼苗一温室移栽一温室成苗一移人大田一销售。 

1．2 组培技术 

1．2．1 建立无菌系。11月 25日，从室外选取健壮、无病虫害 

带腋芽的枝条，截成 10～13 cm的小段，斜插到盛有湿沙的 

烧杯中，放到 25℃的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3周左右；待腋芽 

长出2～3 cm时，放入小磨口瓶中，在无菌条件下加入浓度 

75％酒精处理 30 s，再用浓度 0．1％升汞处理 16 rain(为防 

止污染，可适量加入少量链霉素)；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5 

次，以彻底除去升汞；取出外植体，用无菌滤纸吸干多余水 

分，接种在分化培养基上。分化培养基：MS+BA 1．0～2．0 mg／L+ 

NAA 0-3～0．5 mg／L+3％蔗糖+6 g／L琼脂，DH值为 5．8。 

1．2．2 增殖培养。材料接种 15 d后，基部产生少量黄白色 

的愈伤组织；20 d左右逐渐形成丛生芽，即可转接至丛生芽 

增殖培养基上。丛生芽增殖培养基为MS+6-BA 0．2—1．0 mg／L+ 

NAA 0．01～0．1 mg／L+蔗糖 3％+琼脂6 g，L，pH值为5．8；培养 

温度 25℃，光照强度 1 500～3 000 lx，光周期 12 h／d。在丛生 

芽增殖倍率达 7倍左右时可以适当降低培养温度至 21℃， 

并增加光照时问，以培养壮苗，为生根打下基础。 

1．2．3’生根培养。选取生长健壮高达 2．5 cm的无根小苗，接 

种到生根培养基上。生根培养基配方为 1／2 MS+NAA 0．5 mg／L+ 

1．5％蔗糖+6 g，L琼脂+0．5％活性碳，pH值为 5．8。培养 2周 

左右小苗就能长出白色的短根，生根率达 95％。 

1．2．4 炼苗移栽。将长有 3~4条幼根的试管苗拿到温室中， 

打开瓶口注入少量水，炼苗 1～2 d；然后轻轻取出试管苗，小 

心洗净根部的培养基，再用 800～1 000倍的多菌灵浸泡根 

部 10 min；尔后移栽到草炭土与粗砂、珍珠岩或蛭石等按 1～ 

2：1的比例混合的基质中，株行距为 8 cmx8 cm；最后搭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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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棚，盖上塑料薄膜以利于保湿，移栽成活率达 90％以上。 

1．2．5 移栽后管理。移栽后第 1～2周为管理的关键阶段，相 

对湿度应控制在 95％左右，以后适当降低，温度 15～25℃为 

宜；光照强度宜逐渐增加，但以不超过 3 000 lx为宜。移栽 

基质用 50％多菌灵 1 000倍液喷洒消毒，每周 1次；1周后 

进行施肥，用 3～5倍MS大量元素液喷施，每周 1次。 

2 栽培管理技术 

2．1 上盆 金银花组培苗在移人大田前需先选用直径 10～ 

12 cm的塑料营养钵进行栽培。一般在苗床上生长25 d后， 

待长出数条白根，苗高 6～7 cm时开始上盆。金银花对气候、 

土壤要求不严，喜阳光、耐寒、喜湿润，所以其栽培基质应选 

择肥沃、疏松 、透气、排水良好且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 

2．2 田间栽培管理 

2．2．1 整地做畦。金银花宜选择地势平坦、疏松肥沃的沙壤 

地，先进行深翻整地达到上虚下实。深翻前要施一些农家 

肥，还要进行土壤消毒。畦一般宽 1．2m、长20m左右，畦间 

间隔 32 cm，以利于灌水。 

2．2．2 松土除草。幼苗期注意浇水、松土、除草，切勿伤害根 

部，成株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 1～2次的松土除草，保证花墩 

周围无杂草。培土、锄草应从外围开始，由远到近，先深后 

浅，防止根部遭受伤害。 

2．2-3 施肥技术。金银花每年至少要施2次肥，第 1次春施 

肥料，以尿素为主，主要是起催芽的作用，施肥后要及时浇 

水；第 2次施肥是在秋季，以圈肥为主，目的是让植株及时 

吸收并贮存养料，为来年生长并丰产打下好的基础。 

2．2．4 剪修。为提高产量和质量，采用“3次修剪”：即立春 

前、芒种前后、立秋阶段。通过 3次修剪，可以有效地促使金 

银花长出新枝条、结出新花。 

2．2．5 采花。金银花开放时间集中，须适时采收。一般每年 

采收 2次 ，第 1次在芒种期间，2个月后采第 2次，不能过 

早或过晚。 

2．3 综合防治病虫害 

2．3．1 虫害。金银花的虫害主要是蚜虫、天牛和银花吃虎虫。 

蚜虫一般在清明前后陆续发生，主要为害叶片，使叶片和花 

蕾卷曲，停止生长，造成减产。防治方法：发生期用40％乐 

果 1 000倍液喷洒；天牛和银花吃虎虫用3 000倍的浓度 1％ 

甲维盐溶液喷洒防治。 

2．3．2 病害。金银花病害主要有忍冬褐斑病，属真菌性病害。 

该病易在7～8月份发生，发病植株叶片形成圆形或多角形 

的黄褐色病斑。防治方法：人工可以摘除病叶，减少病源，或 

用 3％的井冈霉素50 m L溶液喷洒，也可以用波尔多液进 

行防治，隔周 1次，连用 2～3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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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8个大豆品种(系)的类群划分结果 

号均含有郑 74046血缘却聚在不同类群 ；而 I类群的商 

951099与郑 76064 1、郑 9007和油95-36等无血缘关系却聚 

在同一类群。这说明综合指标值是衡量大豆品种表现型综 

合性状较为客观的指标，但与大豆品种血缘无必然联系。因 

此，用综合指标值之差去度量大豆品种数量性状的遗传差 

异有一定的局限性[41。 

2．2 各类群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前 2类群单株产量高， 

单株荚数 43．6～51-3个，单株粒数 98个以上，百粒重 17．9～ 

2O．3 g，主茎节数较多，生育期稍长，综合性状较好，利用潜 

力大；第 3类群生育日数仅 101．2 d，百粒重达 21．5 g，单株 

粒重 15．2 g，仅次于前 2个类群，抗倒性和抗花叶病毒病均 

达 1．8级，综合性状中等，有一定利用价值 ；IV、V两个类群 

籽粒较小，单株粒重 13．1 g以下，植株矮小，综合性状较差 ， 

_(L5 o 0．5 

图 1 28个大豆品种(系)的星座聚类结果 

利用价值较小。 

表2 不同类群各性状的平均值 

3 结论与讨论 

(1)应用星座图聚类分析法衡量大豆品种的综合性状， 

克服了以往在育种工作中对一些调查和考种数据利用不充 

分的缺点，依据分类结果进行大豆杂交组合配置，有利于提 

高育种工作成效。与遗传距离估算法相比，其原理易懂，计 

算简便，易于育种工作者掌握和运用。因此，笔者认为它可 

作为一种大豆品种综合性状划分的新方法。 

(2)在利用星座图对大豆品种进行综合性状评价时，如 

何合理确定权重，对聚类结果影响很大。尽管育种目标千变 

万化，但在一定时空内也存在相对稳定性。根据大豆育种理 

论与实践，结合生产需求确定各性状指标的权重还是可行的。 

据研究，当主要性状指标如单株粒重等的权重确定以后，不 

等指标对分类结果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 ，这与吴建 

宇的结论是一致的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星座图聚类分析在大豆亲本分类 

上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文中入选的性状指标及权重的确 

定和分类稳定性等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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