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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 要是 

栽培管理拄术进行了探 

太田 

好地 

诱导出新芽，再用同样培养基多次继代增殖，转^I／2MS+NAA 0．5 mg／L+IBA 0．2 m 生根培养基培养，出瓶嘏植， 

直至定植到大田 用了7个多月时问．繁殖出6万多曲．经大ff_I栽培后．不仅成功达到r本研究的目的，还为置鲁虫菊 

的产业化开发作了一定的技 术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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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虫菊 (Pyrethrum C[nerarlaeJblium Trey．)是 
一

种多年生草本菊科植物，原产欧洲的南斯拉夫选尔 

马提亚群岛，现世界各地均有分布。除虫菊足目前世 

界上唯一集约化种植的杀虫植物，从其花头中提取的 

除虫菊酯是迄今发现的不污染环境、对人畜等哺乳动 

物安全无毒、对害虫迅速击倒而不易产生抗药性、在 

植物和土壤中无残留的高效天然杀虫剂。云南省向20 

世纪3O，4O年代引种除虫菊，因各种原因未能形成产 

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 

强，对天然植物杀虫剂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除虫菊的 

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将会得 

到各界重视：云南的生态和地理环境符合除虫菊的生 

长条件，是除虫菊的适宜种植区 由于艮期以来，种 

植规模较小，缺乏高含量的优良品种，除虫菊的开1芷 

没有突破性进展。1999年云南省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中心 (原云南省除虫菊开发中心)从肯尼亚 f进除虫 

菊优良品种种子3份，经栽培试验和成分分析，结果 

证明，肯尼亚除虫菊不仅产量高，适应性强，抗病耐 

寒．且除虫菊酯含量均超过1．2％，但由于引进种子的 

数量有限。经栽培后收获的种子萌发率低，甚至不能 

萌发，对扩大种植规模和产业化发展影响很大 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和保持所引进品种的优良性状，采取组 

织培养技术是最科学的手段 我们通过多年的试验与 

研究，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收稿 日期 ：200@-12—27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从肯尼亚引进的种子经栽培后，每个品种选出适 

应性强、植株长势好、无病虫害的继康单株，为降低 

初代培养的污染率，把所选的3个单株移栽于花盆中 

井放置于温室内，每周喷2～3次多菌灵，进行1个多月 

的预培养，取植株的茎尖、茎段等作为外植体材料。 

1．2 方法 

将选取的外植体用软毛刷逐个轻轻刷洗后。再用 

自来水冲洗2O～30分钟，然后嚣于无菌操作台上，用 

75％酒精浸泡10秒．用无菌水漂洗2次 ，再用HgCI：浸 

泡诮毒10分钟，用无菌水冲洗5—8次，每次3—5分钟． 

最后用无菌滤纸吸干。并切下茎尖下端、茎段两墙被 

药液所伤的0．5 cm长的部分．取1，O～I．5 13111长的茎尖或 

茎段接到事先准备好的初代培养基上，每个培养基接 

1—2个外植体。 

I．3 基本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每个配方除了掭加不同种类 

和浓度的激素外 (见表1)，还分别添加食用白糖3％， 

琼脂O．6％-0．7％，pH值为5．8~6．0。 

1．4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22～28℃，光照强度1 800-2 200 Llux， 

光照时问12小时／天。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基调配及结果分析 

培养基调配主要是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比例的调 

节。把经消毒灭菌后的外植体接种于表l所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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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上，经l5～20天的培养，结果在不加任何激素 

的MS培养基上，外植体不分化；在单独加6一BA的培 

养基上不定芽分化慢，数量少；在单独)JINAA的培养 

基上外植体褐变、坏死；而在MS+6一BA l mg／L+NAA 

0．2 mg／L的培养基上，外植体分化最快，分化苗数量 

多，生长健壮，愈伤组织紧密呈绿色，说明该配方比 

较适于外植体的诱导 (见表1)。另外，本研究选用茎 

尖和茎段作外植体，茎尖比茎段更易分化，分化成苗 

的数量也较多；而茎段较容易褐变，且相对较难灭菌 

(见表2)。 

2．2 继代培养、壮苗培养及结果分析 

将初代培养诱导得到的长势正常的不定芽切割下 

来，转入培养基MS+6一BA l mg／L+NAA 0．2 mg／L中， 

培养20～25天，增殖倍数达4-6倍，芽长2-5 cm，叶色 

浓绿，长势健壮，表明该培养基配方比较适于继代增 

殖。经过多次继代后，苗的基数达到了相当的数量。 

为了获得健壮的组培苗和使生根过程更容易，在转人 

生根培养基之前，最好把苗转入不加任何激素的MS培 

养基上壮苗培养l5～20天。 

2．3 生根培养基调配及结果分析 

经继代和壮苗培养后，将苗高3 cm以上，生长健 

壮的丛生芽单个切下，转入不同的生根培养基中 (见 

表3)，附加食用白糖2％、琼脂0．6％，经过15-20天培 

养，苗基部长出许多白色辐射根，通过比较不同的生 

根培养基 ，以培养基1／2MS+NAA 0．5 mg／L+IBA 0．2 

表l 外植体在不同培养基上诱导分化情况 

培养基(mg／L) 诱导分化情况 

MS(CK) 

MS+6一 BA 0．2 

MS+6一BA 0．5+ NAA 0．2 

MS+6一BA l+NAA 0．2 

MS+6一BA 0．5+NAA 0．1 

MS+6一 BA 0．5+NAA 0．3 

MS+6一 BA 0．5+NAA 0．5 

MS+N从 0．5 

不分化 。 

不定芽分化慢 、数量少，无愈伤组 

织 。 

不定芽分化稍慢，长少量愈伤组 

织，苗长势中等。 

不定芽分化速度快、数量多、生长 

健壮；愈伤组织紧密，呈绿色。 

不定芽数量多、细弱、颜色浅；叶 

片卷曲，呈水晶状；愈伤组织多且 

疏松。呈浅绿色。 

不定芽分化较慢，苗长势中等。 

不定芽分化慢 ，易形成愈伤组织。 

不分化 。 

外殖体褐变 ，坏死。 

mg／L最佳，生根率100％，每苗均有3-8条根。 

3 主要栽培技术 

3．1 移栽技术 

3．1．1 移苗移栽 

在生根培养基上培养l5～20天，95％以上的苗均 

已生根，根长0．8～l cm，将生根瓶苗搬到温室，在散 

射 自然光下，揭开瓶盖炼苗3-5天后，取出瓶中小苗， 

表2 不同外植体初代培养结果 

l0o 

l0o 

l0o 

69 

87 

l0o 

69 叶色浓绿，生长慢，生根迟 ，根系弱。 

87 每苗 2～5条根，生根较慢 ，小苗长势中等。 

100 每苗 3～8条根，根系粗壮，叶片坚挺 ，叶色深绿，生长快 ，生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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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附在根上的培养基，假植在塑料穴盘或营养杯 

中，基质为过筛的腐质土和砂壤土 (比例为2：1)，并 

用多菌灵或百菌清消毒。为了提高移栽成活率，移栽 

后加盖小拱棚和遮阳网，以保湿和避免阳光直射，培 

育10-l5天 ，96％以上的苗已成活，苗高达5～6 cm， 

此时可喷施1次0．1％的磷酸二氢钾 ，以后每周浇1次 

O．25％的复合肥水，生长4O～5O天后就可以定植于大田 

中。 

3．1．2 穴盘苗定植 

定植前按一般整地的方法，精耕细作，筑畦开 

沟，按40 cmx60 cm株行距挖穴，每穴施少量堆肥或 

烧土为基肥，使苗成活后迅速生长。定植时问宜选在 

下午4：001t~以后或阴天，以利于缓苗快。定植时挤出 

穴盘或营养杯中的小苗 ，连土植入已开挖好的穴中， 

每穴植l株，栽植深度以根部埋入土中为宜，太浅雨 

水冲刷土壤，根部露出，难以成活；太深心芽陷入土 

中，易使叶黄而枯萎。定植后要浇透水，以后根据情 

况浇水直至成活。 

3．2 定植后的管理技术 

3．2．1 中耕除草 

定植成活后，应及时中耕除草，以疏松土壤，使 

土中空气流通 ，根部充分发育。以后每年春花和夏秋 

花收获后 ，各中耕除草1～2次 ，并将沟里的土培于植 

株四周，以免根系露出。 

3．2．2 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 

合理施肥和适时追肥是获得高产的重要因素，除 

虫菊定植成活后，施1次肥 ，以后结合中耕除草，施 

适量的氮磷钾肥。除虫菊耐旱怕涝，但太旱花朵细 

小，影响产量，所以有浇灌条件的地方，2-4月灌水 

3～4次。雨季要及时排水 ，防止积水造成烂根死苗。 

除虫菊是一种抗逆性很强的植物，很少发生虫害。病 

害以立枯病、黑茎病、缩叶病为主，前两种病害是由 

于土壤酸性过重、雨水过多、排水不良造成，后一种 

病害是由于天气干旱、施肥过多而引起，一旦发生上 

述病害，应立即把病株拔除烧毁 ，并采取相应措施 ， 

减轻危害程度。 

3．3 干花的采收与干燥 

除虫菊定植后1年开花，可有少量收获，第2，3 

年丰收，以后逐年减退。花的采收时间和采收方式直 

接影响除虫菊干花的产量和质量，根据多年的试验结 

果，采花时间一般选在晴天上午或下午4：001t~以后， 

尽量避开中午太阳光较强的时间。另外，采收花的标 

准为花头半开放或开放2／3，这样的花除虫菊含量最 

高。除虫菊鲜花采收后，应放置于阴凉通风的条件下 

干燥 ，防止霉烂 。 

(上接第 21页) 

经多次分离和对比观察，在改良PDA培养基、改 

良CYM培养基平板上均长出菌丝体，移接到改良CYM 

培养基上取得纯培养。 

2．3 菌丝平面培养观察 

2．3．1 培养特征 

菌丝体在改良CYM培养基上生长快，约lO天长满 

直径为9 cm的培养皿，表现为纤细、灰白的绒毛状菌 

丝体，培养后期菌丝贴在斜面上形成一层菌皮，移接 

时很容易割断。 

2．3．2 菌丝对温度的要求 

皱盖钟菌菌丝适宜生长的温度范围比较宽，菌丝 

在l5～33℃均能生长，26℃是皱盖钟菌菌丝的最适生长 

温度，此时菌丝生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其次是3l℃、 

2l℃、33℃、l5℃菌丝生长速度依次减慢。菌丝生长 

状况最好的温度是26℃左右 ，虽然生长速度有所下 

降，但是菌丝在此时生长势最好，菌落整齐、健壮。 

2．3．3 菌丝的显微观察 

挑取菌丝制作成乳酸酚棉蓝水浸片观察，菌丝有 

横隔，有少数菌丝梢部形成粒状的分生孢子，无锁联 

合现象。 

3 讨论 

皱盖钟菌作为一种有待开发的珍稀野生食用菌， 

其市场前景广阔，但其生物学特性、遗传育种和驯化 

栽培研究在国内外报道甚少，有待深入研究，以便开 

发利用这一珍贵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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