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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广西植物研究所试验场进行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Mak ino]组培苗栽培试验 O
试验以 5 个不同的绞股蓝类型( 8801~ 8802~ 8803~ 8804~ 8805)组培苗和扦插苗分别按小区为单位进行栽培 O 每

小区面积为 6. 67m2, 种植 56 株 , 株行距 30cm> 40cm, 重复 3~ 4 次 O 观察绞股蓝组培苗的成活率和物候期 , 测

定组培苗的生长量 ~ 产量以及绞股蓝皂甙的含量 , 筛选绞股蓝组培苗的最佳栽培密度 O 结果表明 , 绞股蓝组培

苗的成活率为 100% , 物候期与扦插苗相同 ; 组培苗绞股蓝皂甙含量为 1. 25% , 与扦插苗的皂甙含量 ( 1. 3% )
相似 ; 适当密植可以提高绞股蓝组培苗单位面积产量 , 以行株距 30cm> 40cm 为最佳 ; 不同类型的组培苗产量

不同 , 每小区鲜草产量 8. 27~ 20. 50kg, 以 8804 类型产量最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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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 The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cultiVated experiment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With plantlets of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With plantlets of tissue culture Were 100% . There Were uniform phonological phase betWeen
plantlets of tissue culture and cutting in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Content of Gynosaponins of
plantlets of tissue culture Was 1. 25% , Comformed to 1. 30% With cutting. It has high yield to be
seedlings space of 30> 40cm; The yields of 6. 67m2 Were 8. 27~ 20. 50kg among dif ferent types of
Gypenoside plantlets of tissue culture, the No. 8804 has the highest yield.
Key words: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plantlets of tissue culture, cultiVated experiment,
gynosaponins

绞 股 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
Mak ino]为 葫 芦 科 绞 股 蓝 属 多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植 物,
分 布 于 我 国 南 部 ~ 朝 鲜 ~ 日 本 ~ 印 度 以 及 东 南 亚 一

带[1]O 绞股蓝的中药名为 七叶胆 ' , 味苦 ~ 性寒 ~ 无

毒, 常用来治疗咳嗽 ~ 痰喘 ~ 慢性气管炎, 传染性肝炎

等疾病[2]O 有的厂家以绞股蓝为原料制成保健饮料 O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日本学者对绞股蓝进行深

入研究, 报道了从绞股蓝中分离出多种皂甙, 其中含

有人参皂甙 Rb1 ~ Rb3~ Rd 等 成 分, 因 而 被 作 为 人 参

的代用品倍受重视[3]O 绞股蓝具有抗癌(含抗癌有效

成分绞股蓝多糖) ~ 防衰老 ~ 抗 DNA 变异 ~ 降血脂等

作 用, 可 以 增 强 人 体 免 疫 力, 抑 制 癌 细 胞 生 长 和 扩

散, 故又称其为 南方人参 ' [1]O 鉴于绞股蓝用途广

泛, 需求量大, 野生资源日益减少, 不能满足市场需

要, 为此, 我们从 1990 年开始, 在广西植物研究所进

行了绞股蓝引种栽培 ~ 组织培养和快繁研究 O 本文主

要报道用常规栽培方法栽培绞股蓝组培苗栽培试验

情况, 为今后利用组培苗建立绞股蓝商品生产基地

提供参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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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试 验 地 设 在 广 西 桂 林 雁 山 镇 广 西 植 物 研 究 所

内 北纬 25 11/  东经 110/ 12 属于中亚热带气候区0
据气象观测 资 料 试 验 地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9. 2C  绝

对最高气温为 40. 0C  绝对最低气温为-6C  冬季

有霜冻 月平均气温高于 20C 有 6~ 7 个月; 年均降

雨量为 1865. 7mm 年相对湿度 78% [4]0
试验地为朝东缓坡 海拔 170m; 土壤为微酸性

红壤 p~ 值 5. 0~ 6. 0; 四 周 生 长 着 茂 密 的 樟 树 ~ 青

岗 栎 ~ 桂花 ~ 桉树等 环境湿润0 试验地搭荫蔽度为

50% 的荫棚0
试验材料采用来自日本 ~ 广西金秀县 ~ 乐业县 ~

扶 缓 县 ~ 崇 左 县 等 5 个 绞 股 蓝 类 型 分 别 编 号 为:
8801~ 8802~ 8803~ 8804~ 8805 的组培苗和扦插苗0

分别以小区为单位种植组培苗和扦插苗0 每小

区面积为 6. 67m2 种植 56 株 株行距 30Gm> 40Gm 
重 复 3~ 4 次0 种 植 时 施 用 的 基 肥 为 每 小 区 鸡 粪

25kg~ 草皮泥 25kg; 生长期间施用的追 肥 为 复 合 肥

和尿素0 于 2003 年 3 月 20 日种植 10< 后检查成活

率 并连续观察记录组培苗的物侯期和病虫害情况0
当年 12 月上旬随机选取 8801 和 8803 类型的组培

苗 10 株测定组培苗的主蔓长度 ~ 主蔓粗度 ~ 分枝数

和叶片总数0当年 12 月中旬收获 8801 类型 采用大

孔树脂吸附法分别测定组培苗和扦插苗的绞股蓝皂

甙含量0
采 用 8801 类 型 组 培 苗 以 株 行 距 30Gm >

30Gm~ 30Gm> 40Gm 30Gm> 50Gm 为 不 同 的 小 区 进

行不同密度栽培试验0每小区面积为 6. 67m2 重复 4
次0 种植当年收获并统计产量0

采用 8801~ 8802~ 8803~ 8804~ 8805 类型组 培 苗

进行不同种源组培苗产量比较试验0 每小区面积为

6. 67m2 种 植 56 株 株 行 距 30Gm > 40Gm 重 复 3
次0 种植当年收获并统计产量0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1 成活率和物候期

绞股蓝组培苗和扦插苗的成活均为 100% 0 绞

股蓝组培苗物候期与扦插苗一致 即 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为芽萌动期 3 月中旬至 3 月下旬为展叶期 
4 月上旬至 7 月中旬为生长旺盛期 7 月中旬至 9 月

下旬为开花期 10 月上旬至 12 月下旬 为 果 实 成 熟

期 12 月下旬为落叶及枯萎期0

2. 2 病虫害观察

在种植期间 绞股蓝组培苗的病虫害较少0虫害

主要有小地老虎 该幼虫夜间出土活动 从茎基部咬

断幼苗 造成缺苗0 病害主要有白粉病 该病主要侵

染绞股蓝叶片 其次为叶柄和茎 自苗期至收获期可

造成危害 以中后期发病较重 造成叶片干枯 进而

地上部枯死0 发病初期用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 1000 倍液喷洒 2~ 3 次 7~ 10< 喷洒 1 次0
2. 3 组培苗生长量

8801 类型组培苗的主蔓长度 90~ 265Gm 主蔓

粗度为 0. 12~ 0. 15 Gm 分枝数为 11~ 54 条 分枝

长度为 6~ 260 Gm 叶片数量 68~ 225 片08803 类型

主蔓长度 85~ 165Gm 主蔓粗度为 0. 11~ 0. 15 Gm 
分枝数为 34~ 52 条 分枝长度为 8~ 116 Gm 叶 片

数量 240~ 337 片0
2. 4 组培苗与扦插苗有效成份比较

于采收期选用 8801 类型进行绞股蓝皂甙含量

测定 组培苗 皂 甙 含 量 为 1. 25%  扦 插 苗 皂 甙 含 量

为 1. 3%  表明组培苗的皂甙 含 量 与 扦 插 苗 的 皂 甙

含量相似0
2. 5 不同密度对绞股蓝组培苗产量的影响

表 1 结果表明 不同种植密度对绞股蓝组培苗

产量有一定的影响 以行株距 30Gm> 40Gm 产量最

高0 每小区鲜草产量达 14. 27kg0
表 1 种植密度对绞股蓝组培苗产量的影响

株行距

( Gm> GmD
小区
株数

小区鲜草
产量( kgD

30> 30 76 12. 15
30> 40 56 14. 27
30> 50 44 10. 58

2. 6 不同种源组培苗的产量比较试验

从表 2~ 表 3 可看出 不同种源组培苗产量有显

著差异0 以 8804 类型产量最高 每小区鲜草产量达

20. 50kg; 其 次 为 8801 类 型 每 小 区 鲜 草 产 量 为

16. 00kg; 产量最低的是 8802 类型 每小区鲜草产量

只有 8. 27kg0
表 2 不同类型组培苗栽培试验

类型
小区鲜草产量( kgD

1 2 3 平均值

8001 15. 00 24. 00 9. 00 16. 00
8002 7. 00 11. 00 6. 80 8. 27
8003 11. 00 11. 20 13. 00 11. 73
8004 20. 00 25. 00 16. 50 20. 50
8005 11. 00 13. 00 11. 50 1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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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

各省渔业经济的综合指标值

== ==

样点 综合值 样点 综合值 样点 综合值

浙江 96. 83 福建 1 4. 38 广东

== == 136. 82
广西 39. 21 海南 33. 12 江苏  9.   

3 结束语

当 前9我 国 近 海 渔 业 遭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压 力9中

日 \ 中韩 \ 中越渔业协定已经生效9大量的渔民和渔

船将从传统的渔场撤回 O 同时9近海渔业资源衰退9
海洋环境污染和赤潮增多9都严重制约着沿海渔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O
通过聚类结果和上述分析9我们可以清楚地认

识到目前我国长江以南沿海 6 省区渔业发展所处的

地位和潜力 O因此9各地必须根据各自的自然资源条

件和渔业经济的发展水平9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规

划9为我国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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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种源绞股蓝组培苗栽培试验方差分析

变因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值   . 5   .  1

区组间 2 8 .  1 43. 86 4. 1 3. 84  .  1

处理间 4 265. 19 66. 3 6. 2 3. 84  .  1

机误 8 85. 61 1 .   

总和 14 431. 51

3 小结

 1 绞股蓝组培苗的物候期与扦插苗相同;且绞

股蓝皂甙含量相似 O
 2 适当密植可以提高绞股蓝组培苗单位面积

产量9以行株距 3 cm 4 cm 为最佳 O
 3 不同类型的组培苗产量不同9每小区鲜草产

量 8. 2  2 . 5  g;以 88 4 类型产量最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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