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麻在贵州生长发育周期的研究

贵州省植物园 (贵阳 5 5 0 0 0 4 ) 刘能俊
辛

摘 要 天麻在贵州的生长发育周期
,

经试验由一般 3 一 4 个整年缩短为 2 个整年
。

关键词 天麻 生长发育 周期

天麻 G a s tro d ia e la t a BI
.

是一种根
、

叶退

化
,

无绿色叶片
、

失去了光合作用本能而与密

环菌共生的兰科植物
。

天麻的生长发育阶段

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周 铱
.

云南植物研究
,

1 9 8 1
,

3 (2 )
: 1 9 7〕

,

随着人控条件的改善
,

在温

室进行育种
,

应用人工授粉
,

培育壮果和饱满

的种子
,

加之苗床设计合理
,

种子成熟可提前

15 一 20 d
。

因此
,

有效地 将天麻有性繁殖周

期
,

由 3一 4 整年缩短为 2 个整年
,

相应地 由

种子萌发生长成箭麻 (商品麻 )只要 1 年半的

时间
,

较一般提前了 l一 2 年
, 1 9 5 1一 1 9 9 2 年

又多次重复了这一试验
,

结果证明是可靠的
。

l 材料和方法

天麻生长发育周期的研 究
,

是在贵阳市

北郊六冲关贵州省植物园室内
、

室外 自然条

件下进行试验的
。

采用我国培育的水红天麻

和乌天麻种子
。

自 1 9 78 一 1 9 8 2 年
,

每年进行

一定数量的种子播种
,

并进行分期取样观察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1 97 8
一

06
,

采用水红天麻进行人工授粉

培育天麻种子
,

蔗根苗床播种
,

试验结果如表

1
。

1 9 7 9
一

1 2
一

1 9 检查效果时获得米麻
,

1 9 8 1 年

获得箭麻
。

1 9 8 1
一

0 4 一 1 9 8 1
一

0 6 箭麻抽苔
、

开

花
、

结果
。

其生长发育周期是 3 个整年
,

计 36

个月时间
。

表 1 不同时间播种至收获结果

播 种 检 察 翻 栽 收 获

时间 面积 数量 时间 个 数 重量

个

数

最 大

长

(m m )

米 麻

粗

(m m )

分

枝

时间 个 数 重量 时间

米麻 白麻 小计 (g ) 米麻 白麻 箭麻 小计 (g )

1 9 7 8 一0 6 一 1 4 3 6 0 1 9 7 9 一 1 2一 19 2 4
.

5一 6
.

5 1
.

翻 栽 1 9 8 1 一 0 3
一

1 8 3 8 2 9 2 6 9 3 8 7
·

8

19 7 8一0 6 一 1 4 0
.

5 1 0 1 9 7 8 一 1 2 一 1 6 1 9 8 1 一 0 3 2 3 1 2 3 5 4 6
.

7 1 9 8 2 一 0 5 1 8 2 3 3 4 4 3 7 5

1 9 7 9 一 0 6 0
.

5 1 0 1 9 8 0 一 0 6 一 1 9 1 1 2 1 9 8 1一0 3 1 1 1 4 2 5 4 1 4 1 9 8 2 一 0 2 1 0 1 5 2 2 7 2 25

2
.

2 1 97 8
一

06
一

1 4
,

用草根苗床法播种于林 阴

下
,

试验结果如表 1
。

当年 12 月检查获得米

麻
,

1 98 2 年获得箭麻
,

1 9 8 2 一0 4 中旬至 2 9 8 2
-

06 上旬箭麻抽苔
、

开花
、

结果
。

其生长发育周

期为 4 个整年
,

计 48 个月时间
。

该试验由于

播种当年的 12
一

1 6 进行取样观察时
,

对苗床

翻得很乱
,

也未进行管理
,

19 8 1 年进行翻栽

时还未获得箭麻
,

直到 1 9 8 2
一

0 5 才获得箭麻
。

由于管理不善
,

导致天麻 生长发育周期为 4

个整年计 48 个月时间
。

2. 3 1 9 7 9 年
,

水红天 麻做种
,

进行 人工授

粉
,

培育天麻种子
,

用蔗根苗床法播种于室

内
,

试验结果如表 1
。

1 9 8 0
一

0 6 检查获得米麻
,

1 9 8 1 一0 3 翻栽 时仍成 米 麻
、

白麻状态
、

直 至

1 9 8 2 一0 2 才获得箭麻
。

箭麻于 1 9 8 2
一

0 4 中旬至

1 9 8 2
一

0 6 已抽苔
、

开花
、

结果
。

天麻生长周期

为 3 整年
,

计 36 个月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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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时间播种至收获结果

播 种 检 察 收 获

时间 面积 数量 时间

(m Z ) (万粒 )

最 大 白 麻

个 长 粗

数 (m m ) (m m )

时间 个 数

米麻 白麻 箭麻

1 98 0 一0 5一 2 6

19 8 0
一 0 5一 2 6 :

.

: ;:
19 8 1 一0 3 一 2 6

19 8 1
一0 3 一2 0 :: ::

重量

(g )

8
.

6

2 1
.

1

1 98 2 一0 1

1 98 2 一0 3

6 6 6 74

4 3 9 2 1 ::::
2. 4 1 9 8 0 年水红天麻

、

乌天麻做种进行人

工授粉培育种子于 1 98 0
一

0 5
一

2 6 用旅根拌蜜

环菌菌材作苗床或法国梧桐叶拌蜜环菌菌材

作苗床
,

播种在室外空 旷地
,

试验结果如表

2
。

1 9 8 1
一

0 3 检查
,

多数长成米麻
、

白麻
; 1 9 8 2

年获得箭麻
,

1 9 8 2
一

0 4 中旬 ~ 06 上旬
,

箭麻 已

抽苔
、

开花
、

结果
。

生长发育周期为 2 整年
,

计

2 4 个月时间
。

2. 5 1 9 8 0 年用水红天麻做种进行人工授粉

培育种子
,

以 蔽根密环菌菌材作苗床或法 国

梧桐 叶拌蜜环菌菌材作苗床
,

在自然温度下

的温室 内播种
,

其试验结果如表 2
。

1 9 8 1
一

03

获得米麻
、

白麻
、

大 白麻
; 1 9 8 2

一

0 4 一 1 9 8 2
一

0 6

上旬箭麻 己抽苔
、

开花
、

结果
,

其生长发育周

期为 2 个整年
,

计 24 个月时间
。

从表 1 结果中看出
,

于 1 9 7 8
一

06 播种后
,

第 1 年获得由种子萌发形成原球体并进一步

生长形成米麻入冬休眠
,

次年萌芽生长形成

米麻或白麻入冬休眠
,

表 1 第 3 年由白麻萌

芽生长形成箭麻
,

第 4 年 的 4 月至 6 月由箭

麻抽苔
、

开花
、

结果
,

产生下一代种子
,

表 1 第

4 年由白麻萌发生长形成箭麻
,

第 5 年的 4 一

6 月 由箭麻抽苔
、

开花
、

结果
,

产生下一代种

子
。

其生长发育周期分别为 3 一 4( 在同年试

验 中表 1 为 3 个整年
,

4 个整年 )整年
。

表 1

中 1 9 7 9 年播种后
,

其生长发育周期为 3 个整

年
。

从表 2 看 出
,

1 9 8 0 年有性繁殖在室 内
、

室外的播种
,

主要是当年在温室育种
,

种子提

前半个月成熟和及时采收播种
。

播种苗床设

计合理
、

且管理较好
。

加之当年气候条件好
,

风调雨顺
。

在播种后的 6一 8 月份温度合适
,

雨水均 匀
,

空气湿度较大
,

利于天麻生长发

育
。

为此
,

1 9 8 0
一

0 5 下旬播种后
,

当年就长成

了 白麻和 米 麻
。

取 样 观察最 大 的 白麻 重

21
·

19
,

入冬休眠
,

次年由白麻生长形成箭麻

越冬
,

第 3 年由箭麻抽苔
、

开花
、

结果
,

产生下

一代种子其生长发育周期为 2 个整年
。

较一

般有性繁殖的生长发育周期缩短了 1一 2 年
。

1 9 8 2 年播 种 Zo o m
, ,

抽样观察
,

当年 由

种子萌发生长成 白麻
。

1 98 3
一

0 4 取样观察大

的白麻 长 4 一 6e m
、

宽 2 一 3 e m
、

重 4 一 10 9
。

1 9 8 3 年底 已生 长形成箭麻
,

箭 麻最重 的达

4 8 8 9
。

自 1 9 7 8 年一 1 9 9 2 年的试验结果反复证

明
,

天麻 由种子到种子的生长发育周期
,

最短

的需要经历 3 个整年
,

最长需要经历 2一 4 个

整年
。

从实验中可以看出
,

天麻生长发育周期

的伸缩性
,

主要是当年播种的早迟
,

营养条件

(如接菌的好坏 )
,

栽培方法
,

气候温湿度
,

管

理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

如播种迟
,

气候条件

差
,

当年只能生长成米麻越冬
,

生长发育周期

一般为 3 ~ 4 年
。

反之
,

播种早
,

接菌好
,

栽培

方法恰当
,

温
、

湿度适宜
,

当年种子萌发及时
,

生长成白麻越冬
,

生长发育周期则可为 2 年
。

因此
,

相应地种子萌发成箭麻 (商品麻 )只要

一年半的时间
,

这对于发展天麻生产
,

解决种

源
,

提高产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致谢
:

先 后参加过该项 工作的 同志有哀

崇文
、

陆 宫
、

张永祥
、

靳 国诚
、

尚桂媛等
。

(1 9 9 4
一

0 7
一

1 8 收稿 )



S t u d ie s o n th e G r o w th a n d D e ve lo p m e n t a l C yc le

o f T a ll G a str o d ia (G a s tro d ia e la t a ) in G u iz h o u

L iu N e n g ju n

G a s tr o d ia e la ta 15 a p la n t b e lo n g in g t o o r e h id a ee a e fa m ily w ho s e r o o t a n d le a v e a r e d e g e n e r a te d w 让h o u t

the a b ility t o e a r r y o u t p h o t o s y n th e s is
,

b u t ea n g r o w a n d d e v e lo p w ith A r m illa r ia m e lle a b y sy m b io s is
.

It s e y -

e le o f g r o w t h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fr o m s e e d s t o s e e d s 15 m u e h e h a n g a ble u n d e r a r t ifie ia l e o n t r o l
.

()u r p r e v io u s

e x p e rie n ee o n th e s e x u a l p r o p a g a tio n o f th e p la n t in G u iz h o u s h o w ed th a t tw o t o fo u r ye a r s a r e n e e d ed fo r it s

g r o w th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

It 15 n o w fo u n d t ha t th e e y ele e a n b e sh o r te n e d t o tw o ye a r s in th e g r e e n h o u s e p a r tly

t hr o u g h b r e e d in g a n d a r t ifie ia l p o llin a t io n fo r m a t u r e fr u it a n d p lu m p y s e e d s a n d p a r tly th r o u g h r e a s o n a b le

d e sig n in g a n d s o w in g h a lf a m o n th in a d v a n e e
.

5 0 G
.

ela t a e a n b e a v a ila b le o n th e m a rk e t o n e o r tw o ye a r s e a r -

1le r
.

甘草种子抗逆性研究

赵杨景 李先恩震绮陈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中国药材公司

摘 要 报道了甘草种子的几项抗逆性试验
,

指出
:

坚硬的种子能抵抗霉菌或细菌的侵袭
;
能忍耐

80 ℃4h 和 10 0 ℃ lo m in 的高温
,

100 ℃ lh 就基本丧失发芽力
;
在常温下保存 4 年不降低生活 力

,

长

期保存 13 年仍有 60 % 的发芽率
。

关键词 甘草种子 抗逆性

甘草种子因种皮坚硬
,

发芽非常困难
,

过

去许多学者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处理种子

以提高发芽率
〔‘

,
2〕 。

作者曾从生物学的角度
,

根据植物的生长发育特征
,

发现嫩的饱满种

子自然发芽率可达 95 %以上〔3〕。

近来又进一

步试验甘草种子在其坚硬种皮保护下的抗逆

性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来源
:

试验用的甘草种子采自内蒙

古伊克昭蒙野生群丛地 G ly cy rrh
iza

u ra le n -

51: F is eh
.

分别有 1 9 8 1
、

1 9 90 一 1 9 9 2 年的种

子
,

于室内自然温湿度下纸袋贮藏
。

1. 2 试验方法

1
·

2. 1 霉菌或细菌侵染种皮试验
:

试验用的

种子为 1 99 1
一

08
、

1 9 9 1
一

0 9 作发芽试验剩下没

发芽的种子
,

于 1 9 9 1-- 10
一

04 放在一起置室温

下保持一定的湿度培养
,

让其充分发霉
,

历经

巧 个月于 1 9 93
一

0 1
一

05 取出
,

将霉菌或细菌冲

洗干净
、

晾干
,

取 1 9 9 2 年的种子为对照
,

各加

砂碾磨 sm in 左右
,

分别取 出 3 组 10 0 粒种

子
,

分别放入培养皿内加适量清水
,

置室温下

培养
,

每 2一3d 统计发芽数
。

试验至 19 93
一

03
-

0 8 结束
,

约 2 个月
,

发芽温度 14 一 16 ℃
。 -

1
.

2
.

2 抗高温试验
:

采用 1 9 9 1 年收的种子
,

设 6 0
、

7 0
、

8 0
、

9 0 和 10 0 ℃ 5 个温度处理
,

每个

温度分别在烤箱 内烤 i o m in
、

3 o m in
、

lh
、

Zh

和 4 h
,

用不烤的种子作对 照
,

总共 30 个处

理
,

将温度处理后的种子加砂分别碾磨 10 一

15 m in
。

每个处理 1 00 粒种子
,

3 次重复
,

试验

方法同上
,

试验时间 1 99 3
一

03
,

发芽温度 1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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