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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平原地区金莲花引种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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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金莲花 Trollius chinensis野转家栽培技术以推广应用。方法　在北京平原地区田间实地引种栽
培 ,通过对其生长发育特性的观察 ,特别是开花特性的调查 ,以及花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的调查和分析 ,研究其人

工栽培的可行性。 结果　金莲花在北京平原地区引种 4年基本上是成功的 ,其花的产量和总黄酮含量都较野生金

莲花高 ,至少可进行 4年以上的连续栽培而不减产 ,产量可达 450 kg /hm2 ,雾灵山的金莲花引种到北京平原地区 ,

可一年开花、结籽两次 ,第 2次抽茎率达 40%以上 ,如加强田间管理特别是增施肥料和及时防治病虫害 ,可望大幅

度提高产量。 结论　总结一套较为完整并切实可行的人工栽培技术 ,适宜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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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ultivating technology of Trollius chinensis in Beijing pl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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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莲花 Trollius chinensis Bge. 为毛莨科多年

生草本植物 ,以花入药 ,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作用。

治疗急、慢性扁桃腺炎、急性中耳炎、急性鼓膜炎、急

性结膜炎等症都有较好疗效。野生金莲花分布于河

北、山西及内蒙古南部的燕山、雾灵山、吕梁山及坝

上地区海拔 1 500～ 2 600 m的高寒山区 ,主要依靠

野生
[1～ 3 ]
。由于金莲花医疗价值较高 ,采花者逐年增

多 ,野生资源破坏比较严重 ,资源日趋枯竭 ,急需发

展人工栽培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要。除我所于 20世

纪 70年代进行过少量引种外 ,很少有过引种栽培的

报道 [ 1, 2 ] ,本实验于 1998年开始进行了多年系统的

引种栽培技术研究 ,现整理报道如下。

1　材料及方法

1. 1　种子来源及处理方法

1. 1. 1　第 1次试验 ( 1999年 ):种子来源于河北省

围场县塞罕坝机械林场。 1998年 9月上旬采集的野

生种子 , 9月下旬除部分留作打破休眠试验外 ,将其

余种子与湿砂拌匀 ,装入花盆内埋于室外阴凉处 ,

1999年 3月 18日取出播于本所试验地内育苗 ,苗

床为平畦 ,播后盖 0. 5 cm厚细砂 ,并盖稻草 3～ 5

cm厚 ,浇透水保湿。播种时种子多数已裂口 ,并有少

量种子已发芽 (长出胚根 )。

1. 1. 2　第 2次试验 ( 2000年 ): 种子于 1999年 8月

下旬分别从河北围场、南坨 ,山西庞泉沟和北京雾灵

山采得野生种子 ,置冰箱内干藏至 12月 30日取出

作低温湿砂藏 (冰箱 3℃～ 5℃ )处理 ,至 2000年 3

月 20日取出分别播于田间、方法同第 1次试验。

1. 2　苗期管理:一般播后于 3月底开始出苗 ,出苗

期间经常浇水保持畦面湿润以利出苗 , 4月上旬苗

基本出齐 ,出苗都较密集 ,当幼苗出现 1～ 2片真叶

时逐渐揭去盖草练苗 ,并常浇水保湿。于 4月下旬搭

棚蔽荫 , 1999年育苗搭竹帘遮荫 (遮荫度约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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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育苗搭尼龙网遮荫 (遮荫度约 80% )。

1. 3　移栽: 1999年育的苗于当年 7月中旬苗高 6～

10 cm ,有真叶 5～ 6片时 ,按行株距 20 cm× 10 cm

移栽于竹帘下 , 2000年育的苗于 6月底和 2001年 3

月 30日分 2次移栽于尼龙网下 ,行株距 20 cm× 15

cm,栽后作常规管理。

1. 4　调查项目

1. 4. 1　植株生长发育:每月调查 1次 ,每次调查株

高 ,叶片数、叶片大小、物候期及荫蔽度和光照等。

1. 4. 2　花期: 2000年调查二年生苗开花及结果情

况作定点调查 30株 ,在花期每 2天观察 1次 ; 2001

年调查二年生及三年生苗开花及结果情况 ,定点各

调查 30株并测量不同采收期花的产量 ,并采用紫外

分光光度法分析总黄酮含量
[4 ]
。

1. 4. 3　越冬:调查返青期和返青百分率。

1. 4. 4　温度: 1999— 2000年的两年试验期间每天

记录荫棚下气温和土壤 5 cm地温。

2　试验结果

2. 1　物候期: 通过低温处理 ,已打破休眠的种子 3

月下旬在北京地区田间 5℃～ 10℃的低温下缓慢

发芽 ,出苗后仍生长缓慢 ,至 5月下旬株高仅 2. 5

cm,只有 2～ 3片真叶 ,以后气温逐渐升高 , 6月份平

均气温在 20℃左右 , 5 cm地温在 15℃左右 ,最高

气温一般在 30℃以下。随着温度的上升 ,生长加快 ,

到 7月份平均气温达 25℃左右 ,株高可达 10 cm ,

叶片数达 6片左右 , 8月下旬以后温度开始下降 ,植

株生长也逐渐变慢 , 9月下旬以后下部叶开始枯黄

至 11月下旬进入休眠期 ,见表 1。
表 1　一年生苗生长发育动态

Table 1　 Developing process of one-year-old seedling

时间 株高 /cm 叶片数
叶幅 (长×宽 )

/cm
发育期

05-27 　　 2. 51 　 2. 4 1. 8× 1. 5 苗期

06-28 5. 89 5. 0 3. 7× 3. 1 苗期

07-23 10. 40 5. 9 5. 3× 4. 4 营养生长期

08-27 10. 88 6. 9 6. 9× 5. 8 营养生长期

09-25 11. 82 6. 3 7. 1× 6. 0 下部叶开始枯黄

10-26 12. 01 2. 7 6. 6× 5. 8 叶绝大多数枯黄

　　二年生植株于 4月上旬返青后生长较快 , 4月

底至 5月初 ,株高已达 25 cm左右 ,叶片 5片左右 ,

此时已开始抽苔和孕蕾 ,约有 60% ～ 65%植株进入

生殖生长期 ,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为开花期 ,开花后

即进入结果期 , 6月底至 7月上旬为种子成熟期。开

花至果熟期约需要 30 d,此时植株的生长量达到最

高 ,株高为 50 cm左右 ,基叶数达 5～ 8片 ,种子成熟

后花茎开始枯萎 ,至 9月上旬茎基本枯萎 ,只留下基

生叶。 7月份平均气温为 25℃左右 ,最高常在

35℃～ 38℃ ,极端最高温度可达 42℃ , 5 cm地温

一般在 22℃～ 25℃ ,常有暴雨。因气温高和湿度

大 ,植株易患根腐病 ,有些苗开始枯黄 ,根变黑 ,同时

田间也常有蝼蛄咬食根茎也导致部分苗枯死 ,特别

是对一年生苗为害更严重。

9月上旬花茎枯萎后又从茎基部发出一些分蘖

芽 ,并发出新叶 , 9月下旬以后老叶逐渐变黑死亡 ,

后期长出的基生叶也逐渐枯黄 ,至 11月中旬最低气

温降至 - 10℃ ,部分基生叶还保持绿色 ,但一年生

苗已全部枯萎 , 11月下旬二年生植株也枯萎进入越

冬期 ,此时还有少数基生叶仍保持绿色 ,说明金莲花

具有较强的抗寒能力。第 2年 3月下旬为返青期 ,据

调查其返青率达 100% 。

2. 2　移栽期对成活率的影响:第 1年引种的幼苗移

栽期 7月份是高温季节 ,正遇干旱少雨 ,移栽后经常

浇水 ,成活率达 80%以上 ,高者可达 90%。由于 8月

份连续高温和暴雨的影响下 ,移栽成活的苗在越冬

前 10月下旬 ,其成活率降到 62. 5%～ 75% 。

第 2年引种又进行不同移栽期的试验 ,分当年

6月底移栽和第 2年 3月 30日苗子返青前移栽 (成

活率的调查为 2001年 4月 20日 ) ,调查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看出第 2次引种 ,当年夏季移栽的成活

率更低 ,只有 51. 6% ,但于次年早春移栽的苗子全

部成活 ,说明移栽期应于早春未出苗前移栽较好 ,移

栽后基本上可全部成活。 不要在育苗当年高温高湿

的夏秋之交移栽 ,如浇水不及时成活率极低。
表 2　不同移栽期的幼苗成活率 ( n= 3)

Table 2　 Survival rate of seedling on dif ferent

transplant stages (n= 3)

试验

批次

调查

株数

当年育苗移栽

　　　　 ( 6月底 )　　　　

育苗后第 2年春移栽

　　　　 (返青前 )　　　　

移栽成活 /株 成活率 /% 移栽成活 /株 成活率 /%

1 20 　　 13 　　 65 　　 20 　　 100

2 20 10 50 20 100

3 20 8 40 20 100

平均 20 10. 3 51. 6 20 100

2. 3　金莲花不同生长年限对植株生长发育及花产

量的影响:在引种 4年植株的生长发育情况看:一年

生不抽茎开花 ,只有基生叶丛生 ,二年生植株大部分

可抽苔开花 ,其抽苔率为 60%～ 65% ,在对围场三

年生金莲花花期调查中发现单株的孕蕾数较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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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每株只有 1～ 3个花蕾 ,以 3个花蕾为多 ,少数

植株有 4个花蕾。调查结果表明:每株有 1个花蕾的

植株占 19. 4% ;每株有 2个花蕾的占 25. 8% ;有 3

个花蕾的占 51. 6% ;有 4个花蕾的占 3. 25% , 2001

年调查时发现三年生植株的长势略下降 ,抽苔率仅

有 50%左右 ,同时它们的开花数 ,花大小以及花的

产量都不如二年生好 ,可能是在竹帘棚下光照较弱 ,

使植株生长差 ,枯萎期提前到 10月下旬 ,二年生的

枯萎期在 11月上中旬 ,见表 3。

2. 4　花蕾的着生位置对花及种子产量的影响:进行
表 3　二、三年生金莲花生长及产量比较

Table 3　 Growth and production comparison with two- and three-years-old plants

株高 /cm 抽苔率%
抽苔茎

数 /株
开花数 /株 花径 /cm 花瓣数

花湿质

量 /g

花干质

量 /g
鲜干比

总黄酮

含量 /%

二年生 　　 66. 4 　　 65 　 1. 05 　　 4. 3 　 4. 78 　 14. 65 　 1. 24 　 0. 31 　 4. 60∶ 1　 7. 72

三年生 59. 3 50 1. 1 2. 7 4. 24 14. 40 0. 92 0. 23 4. 05∶ 1 8. 23

　　　　表中株高、抽苔数为 30株平均 ,花的调查为 20朵花的平均数

　　 Arerages of h eigh t and bolt ing f rom 30 plants and f low er f rom 20 plants

定点调查 30株 ,以确定花蕾的着生位置对开花和结

果的影响。 着生于茎顶的花蕾称头蕾 ,其下为二蕾 ,

再往下的为三蕾 ,每朵花的平均开花天数为 6～ 7 d,

果期 23～ 25 d,花的直径平均为 3. 9～ 4. 3 cm,萼片

数 11. 4～ 15. 0片 ,花瓣数 19. 9～ 24. 7片 ,花朵大小

及花产量依次为头蕾> 三蕾> 二蕾 ;花蕾着生位置

对结实的影响与对开花的影响趋势基本一致。 调查

结果见表 4。
表 4　花蕾着生位置对结实的影响

Table 4　 Ef fects of flower posit ion on seeds yield

花蕾着

生位置

　果实直径 /cm　 　　心皮数 /个　　 　心皮长 /cm　 　种子数 /果　 　种子质量 /果　　种子千粒质量 / g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长 平均 最多 平均 最重 平均 最重

头蕾 2. 15 2. 7 46. 7 65 0. 97 1. 3 349 575 0. 25 0. 40 0. 74 1. 0

二蕾 1. 66 2. 0 26. 0 47 0. 81 1. 0 192 325 0. 12 0. 21 0. 64 0. 8

三蕾 1. 74 2. 1 34. 5 47 0. 83 1. 0 224 397 0. 24 0. 24 0. 65 0. 7

　　从表 4看出 ,头蕾开的花最大 ,果大 ,结的种子

也最多、最重。二蕾开的花和结的果及种子最小、最

轻。从开花顺序看 ,头蕾先开 ,三蕾其次 ,二蕾最后开

放。从结果率看 ,头蕾开的花、结的果均能成熟 ,结果

率达 100% ;其次为三蕾 ,而二蕾开的花有 28%不

育 ,结果率只有 72% ,其病果率也高达 20%。所以如

要留种应保留头蕾花 ,去掉二、三蕾花 ,以提高种子

的产量和质量 ,因当前金莲花的经济效益较高 ,很多

地方纷纷引种、对种子的需求量较大。能提高种子的

产量和质量也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2. 5　不同种源的金莲花对花产量及含量的影响: 在

第 2年 ( 2000年 )引种的两年生苗 ( 2001)年中发现

不同产地的金莲花的花期早晚、单株开花朵数 ,花径

大小及产量等均有差异 ,其中以雾灵山的花期最早 ,

5月上旬就开始开花 ,果熟期也早 ,约比庞泉沟和围

场的金莲花提早近半个月 ,其开花数最多 ,产量也最

高 ,单株平均花鲜质量为 5. 05 g (干质量 1. 07 g ) ;其

次为庞泉沟 ,产量最低的是围场金莲花 ,平均单株开

花数只有 4. 3朵 ,花鲜质量只有 2. 71 g (干质量

0. 63 g ) ,但它的折干率最高为 4. 3∶ 1,见表 5。
表 5　不同种源金莲花的花期及产量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with flowering phase and flower yield of plants from dif ferent places

种子

来源
株高 /cm

抽苔

数 /株

平均开

花数 /株

最高开

花数 /株
开花期

花干质

量 /g
鲜干比

种子成

熟期

总黄酮

含量 /%

庞泉沟 66. 3 1. 25 6. 4 23 5-21- 6-11 0. 85 4. 4∶ 1 6-25— 7-09 8. 10

雾灵山 67. 9 2. 15 6. 5 17 5-08- 5-28 1. 07 4. 7∶ 1 6-11— 6-25 7. 37

围场 66. 4 1. 05 4. 3 8 5-21- 6-11 0. 63 4. 3∶ 1 6-25— 7-06 7. 40

　　调查中还发现 ,在北京平原地区引种由于气温

较高 ,使花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孕育第 2次花蕾并开

花 ,但不同种源的抽苔率不同。 从 8月到 10月均有

第 2次开花结果 ,并能采集到同第 1次开花结果同

样成熟的种子。第 1次抽苔开花越早 ,第 2次抽苔开

花就越多 ,其中以来源于雾灵山的第 2次抽苔率最

高 ,达 40% ;庞泉沟和围场的均较少 ,而南坨的没有

第 2次开花。这说明金莲花花芽分化和发育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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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休眠 ,但抽苔后能开花的只有 50% ,主要原因

是此时病虫害较严重。 一年两次抽苔开花对第 2年

植株生长发育的影响程度 ,我们调查了三年生植株

花期 ,发现一年两次抽苔开花对第 2年植株的再抽

苔开花影响不大。

2. 6　不同来源及生长年限金莲花总黄酮含量分析比

较: 从含量分析结果看出 ,北京引种的金莲花总黄酮

含量比原产地野生金莲花含量高 ,如围场野生的含量

为 6. 4% ,家栽的为 7. 42% ～ 7. 70% 。不同种源的以

庞泉沟的含量高 ;二年生和三年生的差异不大。光照

强的处理总黄酮含量高于光照弱的。结果见表 6。
表 6　不同来源及生长年限的金莲花总黄酮含量

Table 6　 Total f lavones of Ch inese globef lower

in dif ferent places and ages

栽培

情况
种子来源

生长

年限
采花期

总黄酮

含量 /%

北京

家栽

雾灵山 2 盛花期 7. 371 0

庞泉沟 2 盛花期 8. 101 2

围场 2 盛花期 7. 404 2

围场 ,荫蔽度 54% 3 盛花期 7. 720 6

围场 ,荫蔽度 89% 3 盛花期 7. 498 3

野生 内蒙阿尔山 多年生 盛花期 5. 597 9

围场 (御道口 ) 多年生 盛花期 6. 420 2

3　小结

通过多年的引种试验观察 ,金莲花在北京平原

地区栽培能正常生长、开花和结果 ,产量较高 ,可产

干花 450～ 600 kg /hm
2 ,药效成分总黄酮含量比原

产地野生的还高 ,引种是成功的。金莲花能够忍受夏

季 35℃～ 38℃高温 ;该栽培技术可以作为其他地

区引种时参考 ,但引种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3. 1　在平原地区种植因气温较高 ,苗期需适当遮

荫 ,荫蔽度控制在 40% ～ 50%。

3. 2　种子要处理 ,春播播种前地要整平整细 ,播后

盖 1 cm左右厚的细砂 ,再盖 3～ 5 cm厚的稻草 ,再

浇足水保湿 ,幼苗出齐后要逐渐揭去盖草进行练苗 ,

最后畦面还要保留少量稻草以保持畦面湿润。

3. 3　采用育苗移栽 ,当幼苗高 6～ 10 cm、真叶达

5～ 6片以上时即可移栽 ,但此期正值夏季炎热天

气 ,移栽后如不及时浇水或蔽荫成活率低。夏季移栽

一定要选阴雨天 ,并注意对蝼蛄和蛴螬的防治 ,干旱

时及时浇水。适宜移栽期为第 2年早春幼芽萌动前 ,

成活率达 100%。

3. 4　在生长季较长的平原地区种植 ,一年能开二次

花而不影响第二年生长发育和花产量 ,如果精心管

理 ,合理施肥并及时防治病虫害 ,产量会稳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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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皮藤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

马　艳 ,肖娅萍 ,胡雅琴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目的　研究药用植物苦皮藤组织培养技术 ,为工厂化育苗及工业化获取苦皮藤次生代谢产物提供行之有

效的途径。方法　以苦皮藤子叶和胚轴为外植体 ,采用 M S培养基 ,附加不同的植物激素进行实验。结果　 M S+ 2,

4-D 2 mg /L培养基适合愈伤组织诱导 ; M S+ 6-BA 2 mg / L+ N AA 0. 2 mg /L培养基适合芽的分化 ; M S+ 6-BA 1

mg / L+ N AA 0. 2 mg /L培养基适合芽的增殖 ;将芽转至 M S+ M ET 0. 7 mg /L+ IBA 0. 5 mg / L培养基暗培养 10 d

后 ,转入 1 /2M S培养基光下培养形成根 ;试管苗移栽成活率为 85%。 结论　通过诱导愈伤组织途径可以达到快速

繁殖的目的 ;较高浓度的 2, 4-D对苦皮藤愈伤组织的诱导有利 ; 6-BA对愈伤组织的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 ;多效唑、
暗培养对根的分化是必需的。

关键词: 苦皮藤 ;组织培养 ;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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