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 季 插叶 繁殖 绞 股蓝

湖北省孝感师专生物系 ( 4 32 10 0 ) 黄天芳
.

摘要 试验成功的插叶法是绞股蓝扦插繁殖方法中的 1项新技术
。

在秋季用擂叶法繁殖绞股蓝
,

生根快
,

成活率高
,

经覆盖薄膜越冬后
,

早春天气转暖时
,

即迅速茁壮生长
,

4月底可收割头茬

纹股蓝
,

并可为5月份大面积扦擂提供充足的材料
。

秋季插叶繁殖绞股蓝的茎叶年产量要比 当年

用茎扦插增产2
.

99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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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 G 夕n o s t e 。 。 a 户e n t a P h夕 Il
u o M a k i n o 是葫芦科的 1种多年生落叶草质藤本

。

在

长江流域
,

绞股蓝的地上部分于 1 1月下旬经霜冻后逐渐枯萎
,

地下部分在翌年春重新萌发生

长
。

4月份土壤表层温度稳定在 12 ℃时方可播种育苗
, 4月底至 5月初才适宜于用越冬后 返 青

的藤蔓进行扦插繁殖
,

一般 1年只能收割 1一 2次
,

产干草 1 50 一 2 2 5 9 / m
Z 。

为了大幅度提高纹

股蓝的茎
、

叶产量
,

满足开发系列产品的妥求
,

作者通过多年试验
,

摸索出秋季插叶繁殖新

技术〔黄天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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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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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 以充分利用早春的快速生长期
,

在 4月底

即可收割头茬绞股蓝
,

并可为 5月份大面积扦插提供大量的材料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
为本校校园内的栽培绞股蓝

,

该栽培种来源于鄂北大贵山的野生绞股蓝
。

1
·

2 方法
:

1
.

2
.

1 9月中
、

下旬
,

从生长健壮的绞股蓝植株上
,

剪取叶大质厚的鸟足状复叶 作 为 扦 插

材料
。

当从藤蔓上剪取所插叶片时
,

须连 同叶柄及其生根节一 同剪下
,

并要有完好 的 腋 芽

( 生物课外活动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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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叶剪下后
,

及时扦插到 已整理好的疏松
、

肥沃
、

排水良好的校园内林荫畦地上
,

叶 柄 入 土

深度 cI m 左右
,

株行距 12 x 2 c0 m
,

在 4
.

62 m
“
的植地上共插 150 株

。

插叶后将土壤稍 稍 压 实
,

然后浇透水
,

以后保持土壤湿润
。

当 11月初气温降至 12 ℃以下时
,

在生长绞股蓝的畦地上盖起薄膜
,

开始一段时间只是夜

间和早晨温度较低时覆盖
,

到 12 月中旬后
,

再按畦用竹 弓将薄膜撑起
,

覆盖严实
。

此期间要

利用晴暖天气浇水
,

保持土壤湿润并在 3月初薄施 l次粪肥
,

3月中
、
下旬视气温回升情 况 ,

逐渐揭去薄膜
,

按常规妥水管理
。

1
.

2
.

2 春季在面积为 3
.

7 m
2

的植地上重复插叶试验
,

并用地上茎扦插 (将茎段下端去掉叶片

的两节斜插土里
,

上端带有叶片的一节露出地面 )在相同面积
、

相 同条件下的畦地上作 对 照

(各为 120 株 )
。

以收割的鲜草晒干后按面积计算产量
。

2 结果
2

.

1 秋季插叶繁殖绞股蓝 150 株
,

在阴湿条件下
,

成活率为 98
.

7%
, 3~ s d即产生 不定根

,

g d后地下腋芽开始萌动
,

2 1d后由腋芽萌发形成的新枝陆续钻出地 面
,

冬前约有 70 % 的 萌

枝 出土
。

覆膜越冬后
,

在 3月千
.

旬气候转暖时
,

插叶苗萌生的新枝全部露出地面
,

并开 始 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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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生长
。 4月底收割头茬绞股蓝 1

.

1 7k g
, 7月底第 2次收割 o

.

5 k3 g
,
1 1月初第 3次收割 o

.

41 k g
。

1 9 9 2年秋季进行的插叶试验
,

其结果如表 1
。

裹 1 秋攀擂叶试验结果

扦擂 扦
插

方法 数

成活

率

(% )

冬前新枝

出土百分

率 (% )

插后 3 0d

新枝平均

长度 c( m )

越冬后 0 4
·
0 8

测得新枝平

均长度 (
e
m )

0 4 一 2 5收头

茬绞股蓝

干重 g( / m
艺
)

全年千草

总 产 量

( g /m
里
)

叶插 15 0 9 8
。
7 7 0

。 9

表2 春攀扦擂试验结果比较 ( 扦擂时间 1 993
一 04 一

21

扦擂

方法

成活

率 (% )

扦插第15 d 幼苗

发生不定根的平

均条数和最长

根的长度 ( c m )

插后第 30 d测得

新枝平均长度

和最长枝长度
、 e m )

年收千草

量 ( g / m
:
)

扦插数

叶插 1 2 0

12 0

17 2 。
7

( 有较多二级侧根 )

2 5
。
9 5 0 。

茎擂 14
。

1 2 3

1 8 1

1 5 2

2
.

2 春季扦插时气温呈逐渐上升趋势
, 120 株扦插苗在插后约 2 d0 便能较快地生长起来

。

作

者在 1 9 9 3年春季进行的叶插与茎插对比试验
,

其结果如表 2
。

3 讨论

插叶繁殖绞股蓝是扦插繁殖方法中的一项新技术
,

它是利用其鸟足状复叶叶柄下的腋芽

具有较强萌发能力的特点来进行繁殖
。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
,

插叶法具有以下优点
:

a) 在适宜

条件下
,

插入土壤里的叶柄下端和生根节均能较快地发生许多不定根
,

成活率高
。

b) 叶插的

地下腋芽萌发早
,

由它所产生的新枝比用地上茎插产生的新枝长得快
。

c) 在秋季采用插叶法

繁殖绞股蓝
,

开春后生长迅速
,

且由腋芽产生的萌枝多
, 4月底至 5月初便可收割头茬藤蔓

,

这样就增加了年收获次数和产量
。

从表 1看出
,

头茬绞股蓝的产量
,

占全年总产量的 55
.

4%
,

高于夏秋两季收获量之和 ; 从表 1和表 2对比看出
,

头年秋季用插叶法繁殖的绞股蓝
,

其总产

量是当年春季插叶年产量的 2
.

5倍
,

是当年春季茎插繁殖的 2
.

99 倍
。

由此可见
,

在长江 流域

广大地区
,

采用秋季插叶繁殖新技术
,

可 以大幅度提高绞股蓝的茎
、

叶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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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讨论与小结

3
.

1 实验证明体外培育野猪黄方法可行
,
l。。。m l猪胆汁可培育野猪黄 7g 左右

。

3
.

2 通过薄层色谱分析和含量测定证明
:

培育野猪黄中主要成分胆酸
、

去氧胆酸
、

胆 红 素

分别为 0
.

8%
、

3
.

9%
、

2 7
.

5%
,

与牛黄的主要成分及含量相似
,

提示培育野猪黄具有牛黄的

治疗作用
,

是否可代牛黄应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

此外证明培育野猪黄含有 1 7种氨基酸
,

其中

苏氨酸
,

领氨酸
、

亮氨酸
、

异亮氨酸
、

苯丙氨酸
、

赖氨酸是人体必需的氨扛酸
。

综上所述
,

体外培育野猪黄
,

为开发新的药材资源提供了依据和开辟 了一条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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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H a r b o r n e
纸色谱方法与标准品对照检查 有 葡

萄糖
。

l 确定为 5 , 7 , 3 产 , 4 ` 一四经基黄酮醇
一 3一 O一日

一 D 一葡萄糖贰
,

即陆地棉贰
。

化合物 ly :
黄色粉状结晶

,
m p Z 19一 2 2 2 oC ( E tO H )

,

分子式 C : IH
2 0
0 1 2 。

H C I一 M g 反应

阳性
。

F A B 一M S m /
z : 4 6 5 (M + H )

+ , 4 5 7 ( M + N a )
+ 。

以上数据及
, H

, ’ ”
C N M R 谱 与 文

献。
,

10 〕报道的金丝桃贰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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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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