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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立体气候快速繁育杂交天麻

湖北省宜昌市林校 (4 4 3 1 0 0 )

湖北省宜昌市林业局

王绍柏
奋

哀 国常 陈湘江 董尚文

林石添 铁晓红

摘 要 通过试验和回归分析
,

研究在利用立体气候条件下杂交天麻种子繁育
、

发芽
、

生长的

最适地段气温与地温的关系
,

从而确定利用立体海拔气候分
“

三段
” (即品种园

、

有性杂交试验区
、

良种场 )建夭麻杂交良种基地和快速繁育杂交天麻的有效途径
。

关键词 立体气候 杂交天麻 线性回归

在海拔 50 m
、

6 00 m 等不同海拔高度进

行天麻有性繁殖
,

已有报道
〔‘一 3 , 。

但如何
“

全

程
”

利用立体海拔快速
、

节省
、

科学合理 的进

行夭麻杂交育种
,

未见国内文献报道
。

所以利

用某一山地区域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不同

的立体气候温差
,

在 自然条件下
,

分段进行夭

麻有性杂交繁育工作
,

就需要根据天麻 生
一

长

发育的温度理论原理
,

观察不同海拔高度气

温与地温的相关因素
,

来确定如何利用立体

海拔气候繁殖杂交种麻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

见表 1
。

表 1 不同产地天麻类型

原原产地 海拔 (m ) 来源 类型 收集时间间

宜宜昌农场村 1 2 00 栽培种 红天麻 1 9 9 5
一。3 一

2 666

宜宜 昌大老岭 1 5。。 野 生种 乌天麻 19 9 5 一0 3 一2 888

云云南小草坝 1 7 00 栽培种 鸟天麻 飞9 94- 1 1
一
。666

1. 2 试验方法与过程

1
.

2
.

1 试验地点
:

宜昌市林校
,

海拔 1 00 rn
,

北纬 3 0
0

4 5 ‘2 4 即
,

东经 1 1 1
“

8 ‘1 0 , , 。

云南小草坝
,

北纬 2 7
0

4 7 , ,

东经 1 0 4
0

3 0 ‘
。

1
.

2
.

2 气象数据观测记载与计算
:

观测时间

1 9 9 3一 1 9 9 5 年
,

其 中海拔 l o o m 处气象数据

为宜昌县气象台观 测数据 (图 1
,

I )
。

海找

so o m 处为试验人员每月定点定时观测 3 次

记载数据 (图 2 )
。

其余数据根据海拔每上升

川O 。
·

气温 下降 。
.

6 ℃计算而绘制 (图 l , l

一 _

V )
。

1
·

3 杂交种子的培育与栽培管理

1. 3
.

1 云南乌天麻于 1 9 9 4
一

1 1
一

06 引到宜 昌

市林校室 内阳台上
,

装入纸箱时
,

放一层天麻

后
, 一

上盖
一

层 3一 4 c m 厚的青苔保湿
,

依次装

3 ~ 4 层天麻
,

自然温度越冬
,

于 1 99 5
一

03
一

28

移栽到塑料大棚
。

1
.

3
.

2 宜 昌乌天麻于 1 9 9 5
一

0 3
一

2 8 引进
,

当

夭移栽到塑料大棚 宜昌红天麻于 1 9 9 5
一

0 3
-

2 5 引进
,

当 戈贮 藏 在 空调 室
,

温度 控制在

1 . 叮以下
,

分别于 0 4
一

1 5
、

0 4
一

1 9 移栽到塑料

大棚
1

·

小 3 在天麻的 出苗期
,

上壤温度保持湿

润
‘

自然光照
。

在天麻出苗抽苔后
,

棚内光照

强度调控任 1 2 3 6 1 1 L x 以内
。

管理上每隔 2

一 3 d 浇一次水
,

5 月上中旬
,

红
、

乌天麻相继

开花
,

及时授粉杂交至采果
。

1
·

苏 缪 不 同海拔高度杂交种子的播种 于

0 5
一

, 一 涌
一

1 2
,

分别把杂 交种子播种到海拔

只0
、

m
、

] 、,《)o n 、、

1 1苏o rn
、

1 4 0 0 m 处
。

之 蛛果与分析

忿成 统计讹唱数据的依据
:

根据徐锦堂
〔‘〕
等

斌脸很j直
,

天麻种子发 育生长的适温见表 2
、

绷 3

, A d d r e s s :

W
a n g S h a o b a i

,

H u b e i Pr o v in e ia l Y ie h a n g F (, : e s tr y Sc h o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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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问 l( 月 )

1 9 9 5 一
0 7 ~ 1 1 气温地温曲线 图 3 天麻种子发芽生长的温度范围

八Y

虚线
一

实测地 温 实线
一

推算气温

2
.

2 回归分析
:

在坐标系中
。

这些点呈线性

分布 (图 4
,

图 5 )
。

通过线性回归得

宜 = 一 3
.

4 2 9 1 7 4 7 4 7

右一 1
.

1 0 2 8 4 9 7 4 8

r = 0
.

9 7 9 7 3 0 6 0 7

线性回归方程为
:

·

2 3 0
·

一 1
.

I O2 8 4 9 7 4 8 X 一 3
.

4 2 9 1 7 4 7 4 7

其中 Y 表示气温
,

X 表示地温
,

由方程

计算出天麻种子发芽最适地温 20 ℃一 25 ℃

时对应的气温为 18
·

63 ℃ ~ 24
·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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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温 18 ℃ ~ 28 ℃ 的地温
、

气温对照

地温 2 0
.

6 19
.

4 2 2
.

3 2 2
.

5 2 4
.

3 2 5 2 1
.

8 2 3
.

2

气温 1 9
.

3 1 8
.

3 2 2
.

2 2 2
.

3 2 4
.

1 2 5 2 1
.

7 2 2

地温 2 7
.

3 2 4
.

6 2 5
.

2 2 5
.

2 2 5
.

6 2 7
.

3 2 6 2 5
.

6

气温 2 6
.

7 2 3 2 5
.

1 2 4
.

6 2 4
.

6 2 6
.

4 2 5
.

6 24
.

7

地温 2 5
.

1 2 4
.

7 2 2
.

8 2 6
.

9 2 2 2 2
.

2 2 3
.

1 2 3
.

8

气温 2 3
.

7 2 3
,

5 2 ]
.

7 2 5
.

5 2 0
.

2 2 1
.

3 2 1
.

2 2 1
.

8

地温 1 8
.

7 2 0 2 0
.

5

气温 17 17
.

8 19
.

2

单位
:
℃

,

地点
:

宜昌市林校
,

海拔 100 m
,

时 间
: 1 9 9 3一 1 9 9 5 年

20
.

2

18
.

8

9曰一了只111‘。.

左
且

:
巴JA

.

J斗9曰O“月了9口,�Q自111止

检验相关系数
二 :

因剩余自由度为 f
a

一 36

一 1 一 1 一 3 4 ,

选取显 著水 平为
a 一 。

.

05 或

0
.

0 1
,

查表得
: r o

.

。5
= 0

.

3 2 4 ; r 。
,

。,
= 0

.

4 1 8 2
,

而
r
总大于这两个临界值

,

故整体直线相关关

系显著
。

经实际计算检验
,

按这个回归方程计

算所得值与实际观察值不超过 1
.

09 ℃的误

差 (海拔 10 o m )
。

因天麻种子发芽最适地温

20 ℃一 25 ℃时
,

对 应 的 气 温 是 18
.

63 ℃一

24
.

14 ℃
,

而种子发芽生长地温范 围是 ]8
‘

C

一28
‘

C 时对应的气温是 1 6
.

42 ℃一 27
.

45 ℃
,

所以
,

1
·

09 ℃的气温误差是完全允许的
。

2
.

3 图 6 为实测地温与气温曲线图
,

图 2 中

的地温曲线是海拔 80 0 m (宜 昌东娅 )
,

7 月

下旬一10 月上旬的实测数据曲线
,

推算气温

曲线图是根据图 6
,

按海拔每上升 10 o m
,

气

温下降 0
.

6 ℃ 的基本规律推算描绘的
。

由图

6
、

图 2 可知
.

实测地温的曲线波峰与推算气

温曲线波峰基本一致
。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中

均说明和证实上述线性回归方程具有参考指

导意义
。

�口�侧瑰�尸�叫犷

16 18 20 2 6 2 8 30

地泥 ( ℃ )

图 4 海拔 10 o m 处地温
、

气温图

( 1 9 9 3一
9 9 5

一0 5一 1 0 内地温 1 8℃ ~ 2 8℃ 时 )
时间 : ( 月 )

览
l , , 3署

,‘0006J,,�几,飞几乙,翻巾‘2

动
“

匕 l!6

. 4

I 2

I0

8

6

4

;味
地 泪 ( ℃ )

图 5 海拔 lo o m 处 1 9 9 3一 1 9 9 5 年地温
、

气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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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海拔 1 00 m 处地温
、

气温曲线

实线
一 1” 5 年气温曲线 虚线

一 1 9 9 5 年地温 曲线

艺
.

4 表 3 的结果是在海拔 10 0 m 处的塑料

大棚 内繁育出的杂交种子与 5 月底
,

6 月初

俪神尹j海拔 8 00
,

一 1 4 00 m 范 围内
,

随着海拔

高度的升高
,

种麻大小度也随之变小
,

在海拔

l 川 o m 与 8。。 m 处成麻的大小差 异很大
,

山 长图 卜 w ) 可知
,

海拔 8 00 m 左右 6 月份的

气温在 1 8 63 〔
一

忆 4
.

1 4 ℃时
,

相对应的地温

为 Z o C 一 2 5 (、
,

所以 6 月初在海拔 8 00 m 左

右下种最优
。

如果采取人工加温方法
,

于 4 月

底培 育出杂交种子
,

5 月初即可下种
。

由图 1
,

·

2 3 1
.



通一 丫 可知
,

5 月初在海拔 2 00 一 6 00 m 均可

下种
,

因为 相 对 应 的气温均 在 18
.

63 ℃一

料
·

1 4
〔

C 之间
。

在海拔 1 4 0 0 m 处
,

为保证种

子发芽的最适地温 20
‘

C一 25 ℃
,

相对应的气

温是 18
.

63 ℃一 24
.

14 ℃
,

应在 6 月下旬下种

较适宜
。

表 3 不同海拔种植杂交种麻成麻大小情况

试试验地点 种植品种 种植时间 检查时 间 种麻大小小

(((e m )))

曹曹家 ,‘〔 h x w ‘99 5一。“
一。2 ‘9 9 5

一

“
一
2。

金;:::::
海海拔 8 。“ m W X h ‘9 9 5

一“6 一。2 ‘9 9 5
一

“
一
2。

委::;:::
一一

“沟 h X W ‘9 9 5 一。5
一
2 9 ‘9 9 5

一

“
一。7

委::;:::
海海拔 ‘。。。 m W X h , 9 ”5

一。5 一2 9 ‘”9 5
一

“
一。7

鑫::;;;
楼楼子 山 h X W ‘9 9 5一。5

一
3。 ‘99 5

一

“
一。7

委: ;;;;
海海拔 “ 5 “ m w 火 h ‘99 5

一“5
一
3。 ‘99 5

一‘1 一。7

姜::;:::
九九岭头 h 只W ‘9 9 5

一。6 一 ‘2 ‘9 9 5
一

“
一2 “

某;
’

;:::
海海拔 1 4 0 0 m w 火 h 1 9 9 5

一0 6
一 12 1 9 9 5

一
1 2

一
2 0 损失失

注
:
h

一

红天麻 w
一

鸟天麻

3 结论与讨论

夭麻科学家周兹指出
:

建天麻 良种基地

由品种园
、

有性杂交试验区与良种场组成
。

在

我区
“

全程
”

利用立体海拔气候快速科学的建

天麻良种基地或繁育杂交种麻的途径有二
:

3
.

1 在海拔 10 o m 处利用 自然温度 在绷料

大棚育种
,

天麻种子可在 5 月底 6 月初成熟
,

要及时播种在海拔 8 00 一 1 o 00 m 处
.

其中尤

以海拔 80 0 m 最适宜
。

天麻种子从发芽
一

原球

基
二

米麻
一

白麻有 1 2 o d 的最适生长期
。

1 9 9 4 ~

1 9 9 5 年
,

我们用此种方法培育杂交种子
,

两

年均能形成 5 ~ 6 c m 长达到移栽标准的 白

麻
。

因此这是一种既快速又节省的最优科学

途径
。

3
.

2 未用人工加温的方法育种
,

4 月底将种

子培育成熟
,

5 月初 可播种在海拔 20 0 ~ 800

m 处
,

其 中尤 以海拔 4 00 ~ 600 m 处最适于

种子发芽
。

当然在较低海拔地区播种
,

当地温

上升到 25 ℃以上就应采取措施降温
。

在海拔

高的地方
,

可用薄膜加温
,

以保持天麻种子发

芽的最适宜温度
。

3
.

3 在我区利用立体海拔建夭麻良种基地
,

其中品种园宜建在海拔 1 00 o m 以上的地

方
,

有性杂交试验区可建在 10 o m 的地方
,

良种场应建在 80 0 ~ 1 o 00 m 的地方
。

这是因

为在我区红天麻的 自然分布 区大多在 1 0 00

m 左右的地方
,

乌天麻大 多在 1 2 00 一 1 6 00

m 的地方
。

1 9 9 4
一

1 0
,

从云南引种乌天麻
,

种植

在海拔 1 4 0 0 m 的稀旧 九岭头
,

1 9 9 5
一

1 1 开

挖
,

观察乌天麻的形态和长势均要优于原种
。

种植在 8 00 m 宜昌东娅 处的乌夭麻
,

其长势

明显下降
,

箭麻比原 种形态要 小
,

几乎无 白

麻
、

米麻
,

而种植在 1 1 00 m 宜昌栗子坪处的

乌天麻其长势形态与原种无明显差异
。

因此
,

在我区把品种园建在 1 o 00 m 以上的地方是

为 了适应于天麻这一喜温凉植物的属性
,

这

样有利于引种和杂交育种时尽可能减少天麻

的可塑性
〔‘〕和变异性

。

有性杂交试验区建在

1犷 。,
的地方

.

即在 1 o 00 m 以上 的地方培

育出 乌
、

红箭麻
,

翌年春 3 月下旬在 1 00 m 处

移栽箭麻
,

于 4 月抽苔
,

5 月开花
,

授粉杂交
、

结果
。

这样可利用立体自然气候温差 比高海

拔地区提前一个月培育出杂交种子
。

当然如

是同一天麻变型
〔5 ,

—
红天麻或乌天麻进行

杂交就无需调节天麻花期
,

如果不同天麻变

型
- -

一红天麻和乌天麻之 间进行杂交
,

由于

它们的花期不一致
,

就需要进行人工调控天

麻花期相遇
〔6〕 ,

才能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育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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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用蔽类植物资源的初步研究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系(太原 0 3 0 0 0 6) 谢树莲
决

摘 要 对山西药用蔗类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
,

该省的药用蔗类植物是 比较丰富的
,

共

有 54 种 (包括变种 )
,

其中分布较广
、

应用较多的有 13 种
。

对山西药用截类植物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提出了建议
。

关被词 山西 药用玻类 植物资源

山西是个多山的省份
,

地貌类型复杂
,

生

态环境多种多样
,

具有较丰富的植物资源 ¹
。

仅药用旅类植物就有 54 种 (包括变种 )
。

在摸

清这些植物资源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的基础

上
,

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

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

1 山西省的药用蔗类植物资源

1
.

1 山西省的药用蔗类植物种类
:

见表 1 。

1
.

2 山西省的主要药用族类植物
:

从表 1 可

知
,

山西省的药用藏类植物达 54 种之多
,

但

过去的有关记载却很少
〔幻

。

根据我们的调查
,

分布较广
,

应用较多的有 13 种
,

各具不同的

功效
〔3

, 4〕。

中华卷柏 S e la g i n e lla d a v id i i F r a n e h一

全草入药
,

夏季采收
,

具清热
,

利湿
、

止血等功

效
,

省内南北各地均 有分布
,

主要 产于中条

山
、

太岳山
、

五台山
、

吕梁山和恒山等
,

生于海

拔 5 0 0 一2 o o o m 的阳坡岩缝中
。

问荆 E q u is e t u m a 二e n s。 L
. ,

全草入药
,

夏季采收
,

主要具利尿
、

止血
、

清热等功效
,

产

于全省各地
,

生于海拔 60 0 一2 o 00 m 的田边

沟旁
。

节 节 草 月‘妙oc hae te ra m os iss im u m

( D e s f
.

)M ild e ,

全草或根茎入药
,

夏季采收
,

主要有清热利湿
,

平肝散结
,

祛痰止咳等功

效
,

产于全省各地
,

生于海拔 4 00 一 2 8 00 m

的潮湿路边
,

砂地
、

荒原或溪边
。

藏 P t e ri d i u m a g u ili n u m v a r
.

la t iu sc u -

lu m ( D e s v
·

) U n d e r w
. ,

根茎或全草入药
,

秋

季采收
,

主要具安神
、

降压
、

利尿
、

解热
、

驱风

湿等功效
,

全省各大山脉地产
,

生于海拔 600
一 2 o o o m 的山地阳坡或林缘阳光充足之

处
。

银 粉 背 藏 A le u 八t妒t e八 , a
馆

e n t e a

(G m el
.

)F忱
,

全草入药
,

秋季采收
,

主要具调

经活血
,

解毒消肿
,

补虚止咳
,

止血等功效
,

产

于 中条山
、

太岳山
、

太行山
、

吕梁山
、

五台山

等
,

生于海拔 500 一3 o00 m 的石灰岩山坡或

岩缝中
。

中华蹄盖藏 A t彻八
u m : i n e n s 。 R u p r

.
,

根

茎入药
,

秋季采收
,

主要具清热解毒和杀虫功

效
,

产于 吕梁山
、

五台山
、

管浑山等
,

生于海拔
1 5 0 0 一2 o o o m 的山谷林下

。

北 京 铁 角 蔽 A sP le n iu m P e无i n e n s e

H an ce
,

全草入药
,

冬春采收
,

主要具化痰止

咳
,

利隔止血功效
,

产于中条山
、

太岳山
、

太行

介 A dd r e s s : X ie S h u lia n ,

De p a r tm e n t o f L ife S e ie n e e ,

S h a n x i U n iv e r s ity , T a iy u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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