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星旅抱子繁殖试验△

贵州省植 物园 ( 贵 阳 5 50 0 0 4 )

贵州省理化测试分析研究 中心

魏德生
’

曾莉莉 王 用平

梁 可

摘 要 用 4 种不 同播 种基 质供江南 星蔗抱 子繁殖试验
,

结果 以 1 份过筛 园土 与 2 份 过筛腐殖土

混合 为最佳播种基质
。

关键词 江南星藏 抱子繁殖 播种基质

江南星蔽 几介 c or s o r i u m fo rt u n e i ( M o o r e )

C hi n g 为水龙骨 科旅类植物
,

全草及 根状茎

入药
,

具清热利湿
、

凉血止血
、

消肿止痛功效
,

可治疗黄疽
、

痢疾
、

尿路感染
、

白带
、

风湿关节

痛
、

吐血
、

便血
、

跌 打损伤
、

毒蛇 咬伤等 症 〔 , , 。

广泛分布 于长江 以南各省 区
〔 2〕 ,

贵州多分 布

于海拔 50 0一 1 30 O m 林下石上或树
_

L
、

旧墙

上
,

主产 于赤水
、

黔西
、

贵阳 等地
,

多系野生
,

少有栽培
。

近年来贵州省植物园进行了引种

栽培并成 功地进行 了抱子 繁殖试验
,

现将结

果报道于后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抱子的采集
:

抱子采 自贵 阳引种栽培于

温室 中的江南星蔽植株
。

抱子成熟期 10 一 12

月
,

成熟抱子囊群呈黄色
。

抱子成熟后
,

用小

剪将带抱子叶片剪下
,

放于硫酸纸袋 内
,

封好

口 后
,

贴上标签
,

放通风干燥处 1一 Z d
,

饱子

自然 从抱子囊 中弹出
,

掉人袋 内
,

取 出抱 子

叶
,

即播种或 放于 4 C 冰箱 内保 存至翌春播

种
。

1
.

2 播种基质

基质 1 :

蛙石 ( 市售 ) ;

基质 2 :

珍珠岩 (市售 ) ;

基质 3 :

河沙 (取 自贵州植物园内种子植

物繁殖槽 ) ;

基 质 4 : 1 份过 筛 园土 + 2 份 过筛 腐殖

土
,

混匀
。

将上述基质分别放人 20
C m 花盆 内

,

轻

轻摇动
,

使基质稍 紧实
、

平整
、

盆基质低于盆

沿 2 ~ 3 c m
,

基质上放一层吸水纸
,

用沸水浇

淋消毒
,

以杀死种子植物
,

苔鲜或其它菌类
,

上盖平板玻璃或塑料膜
,

以 防杂物进人
。

1
.

3 播种
:

待盆 土冷却至室温时
,

揭开上盖

玻璃或塑料膜
,

揭去吸水纸
,

将抱子均匀地播

人基质中
,

播种量 以基质上隐约可见抱子 ( 含

囊 壳 )为 限
。

播种后用玻璃或塑料膜盖住盆

口
,

以保温和防止其它杂物进人
。

将播种盆放

于温室 内培育
,

温度 1 8
`

C 一 24 C
,

土壤湿度

40 %
、

70 %及 95 %
,

定期观察抱子萌发情况
。

2 观察与结果

2
.

1 不 同播种基质对抱子萌发的影响
:

抱子

表 1 江南星蔗抱子萌发情况

抱子 原叶体 原叶体 内 子体 幼抱子体

播期 基质 萌发期 初现期 色泽 初现期 根系
`

(年
一

月
一

日 ) (月
一

日 ) (月
一

日 ) (月
一

日 )

19 96
一

10
一

15 1 10
一

22 10
一

30 浅灰绿 12
一

19 +

19 96
一

10
一

1 5 2 10一 23 1 1
一

0 2 浅灰绿 12
一

19 +

19 96
一

1 0
一

1 5 3 10
一

23 1 1
一

0 3 浅灰绿 1 2
一

16 抖

19 96
一

1 0
一

1 5 4 10
一

2 2 10
一

29 亮绿 1 2
一

13 拼

! 、 “
+

”

示根系的多少

萌发情况见表 1
,

试验表明
,

各基质上抱子萌

发基 本无差异
,

均能在 7一 s d 萌发
,

产生丝

状体
,

14 ~ 2 0 d 产生原叶体
。

从原叶体生长

发育看
,

以基质 4 为好
,

色深
、

亮绿
,

其它为浅

灰绿色
,

此间基质 3 上部分出现
“

软腐
”

或
“

黄

化
”

现象
。

各基质上播种的抱子均能正常产生

幼抱子体
。

2
.

2 盆土湿度对原叶体发育的影响
:

本实验

采用 3 种不同的盆土湿度
,

以确定对原叶体

发育的最佳湿度
。

湿度 1 为盆土稍干
,

土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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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 为 4 0 %; 湿度 2为盆土湿 润
,

土壤 湿度

约为 7 0 %
,

用塑 料膜或玻璃 盖后
,

原 叶体上

无或少有水膜 ; 湿度 3 为土壤湿度近于饱和

或过饱和状态
,

用塑料膜或玻璃盖后
,

塑料膜

和玻璃上具水珠或水滴
,

原叶体上具一层水

膜
,

试验结果表明在 3 种土壤湿度中
,

以湿度

3( 土壤湿度近于饱和或过饱和 )为好
,

形成幼

抱子体快
,

较 湿度 1( 约 4 0 % 的土壤湿度 ) 提

前 5一 10 d 进入幼抱 子期 ; 湿度 1
,

其原 叶体

发育慢
,

色黄
,

部分 出现死亡 ; 湿度 2( 土壤湿

度约 7 0 % )
,

其 生长情况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

稍加管理
,

幼抱子体便能健壮生成
。

2
.

3 不 同基质对幼抱子体根系发育 的影响
:

从表 1 看出
,

各基质对抱子萌发
、

产生幼抱子

体无 甚差异
,

但根系发育不 同
,

其 中以基质 4

为好
,

根多
,

较粗壮
,

移栽易于成活
,

通常丛成

活率 95 % 以 上
,

其余 3 种
,

根系相对较细弱
,

移栽时须特别小心
,

方能保证高成活率
。

2
.

4 幼抱子体的移栽与管理
:

当幼抱子体 2

一 3 C m 时进行
。

移栽基质用 1 份过筛 园土 +

2 份过筛腐殖质 土混合
,

作成宽 l m 的平畦

或高 畦
。

用小木棍 将疏松 的畦土按 行距 10
c m 压或划一深 1一 1

.

5 c m 的横沟
,

用镊子夹

起幼抱子体
,

按每 5一 10 c m 放一小丛
,

用沟

土使其稳正
,

用细孔喷壶小心喷淋湿 润并搭

棚遮荫
,

生长中视土壤墒情适时喷淋
,

保持土

壤湿润
,

幼抱子体便能正常生长
,

产生抱子
。

3 小结

经实验
,

江南星蔽在蛙石
、

珍珠岩
、

河沙

及园土与腐殖质土混合等基质上均能正常萌

发
,

产生幼抱子体
,

但以 1 份过筛园土与 2 份

过筛腐殖质土混合为好
,

其根系发育好
,

移栽

易于成活
。

为了便于原叶体更好地发育
,

保持

土壤湿度近 于 饱和 状态
,

原叶体表面适 当保

持一层水膜
,

创造易于精卵结合的环境
,

有利

于幼抱子体的形成
。

江南星藏是 药用兼观赏的蔽类植物
,

可

用分株繁殖
,

但抱 子繁 殖能快速地获得大量

种苗
,

且易于 被人们所 掌握
,

值 得生产 上采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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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回收 乙醇 至干
,

残 渣加水 50 m l
创 ,

加热使溶解
,

放

冷
,

移 至 分 液 漏 斗 中
,

用 乙 醚提 取 3 次 ( 30
、

3。 、
2。

m L )
,

弃 去 乙 醚
,

水层挥 去 乙 醚 后
,

用 水饱 和 的正 丁

醇 提取 3 次 ( 30
、

30
、

20 m L )
,

合 并正 丁醇提 取液
,

用

正丁醇 饱和 的 l % 氢 氧化钾 溶液 洗涤 3 次
,

每次 20

m L
,

继 以水饱 和的 正丁 醇洗 涤至 中性
,

正丁 醇 液置

水浴上蒸 干
,

残渣 加 甲醇溶解
,

定容 Z m L
。

2
.

3 黄茂 甲昔 的 T L C 检识
:

取对照 品液及药典法
、

文献 法提取 样品液
,

点 于硅胶 G 板 上
。

对照 品液 及

两 法提取 的样品液 各点 20 拌L
,

共 点两块 板
,

一号板

用 药 典法 氯仿
一

甲醇
一

水 ( 13
: 7

:

2) 为 展开 剂
,

二 号

板 用文献 法正 丁 醇
一

乙 酸 异戊 醋
一

水 (4
,

1
,

5) 为 展

开 剂
。

展 开后
,

吹 干
,

用 1 0 %硫 酸 乙 醇 液 显 色
,

在

10 5 C加 热约 5 m in
,

观察 显 色斑点
。

结果 见表 1
。

3 讨论

3
.

1 从 T L C 结果可看 出
,

文献 法明显
,

易于对有效

成分 的鉴 别
,

而药典 法 不很 明显
,

难 以作 出判 断
,

这

可能 与提取方法 及展开系统有关
。

操 作方法文 献法

比药 典方法略简单
,

不经 过柱子
。

3
.

2 建议药典改用文献
〔 1〕
法作为黄茂 的薄层 鉴别

。

表 1 薄层层析的比较

组别
日光下

(棕褐色斑点 )

U V 灯下
(橙黄荧光斑点 )

一号板 对照品 明显 明显

(药 典 文献法 明显 明显

展 开剂 ) 药典法 看 不见 不明显

二号板 对照品 明显 明显

(文献 文献法 明显 明显

展开剂 ) 药典法 不明显 不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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