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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巴西吐根的引种繁殖及栽培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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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吐根作为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而著名ꎬ主要具有祛痰、催吐和抗阿米巴痢疾的作用ꎮ 我国目前对吐

根药材的需求全部依赖于进口ꎬ国内未有大规模种植ꎬ为此ꎬ该文对原产巴西的吐根进行了引种繁殖及栽培

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气候条件能满足吐根的正常生长发育的需求ꎬ可
作为吐根的引种地ꎮ (２)吐根的分根和茎下段可用于扦插繁殖ꎬ其发根率和存活率分别 １００.０％和 １００.０％、
６８.０％和 ７５.０％ꎬ前者优于后者ꎮ (３)用 ２０ ｍｇＬ￣１的 ＩＡＡ 或 ＩＢＡ 浸泡 １ ｈꎬ吐根茎下段的扦插成活率为

９０.０％或 ８８.０％ꎬ均显著高于对照ꎬ可用于提高吐根茎下段的扦插成活率ꎮ (４)采用分根繁殖的吐根植株在

植株生长和药材外观性状较好ꎬ单株总根体积较高ꎬ吐根一年生植株平均株高为 １０.６６ ｃｍꎬ两年生平均株高

为 １６.５４ ｃｍꎬ一年生植株根总体积为 ２.７１ ｍＬꎬ两年生根总体积为 ３.５４ ｍＬꎮ (５)吐根栽培基质可用腐殖土 ∶
椰糠体积比为 ４ ∶ １ꎮ (６)在吐根的年周期生长中ꎬ地径 １—３ 月和 ９—１１ 月增长明显ꎬ株高 ７—１１ 月增长明

显ꎬ叶片长和宽 ３—９ 月增长明显ꎬ根据这些特点ꎬ可科学制定相应的水肥管理措施ꎮ 该研究结果可为吐根

的引种繁殖和栽培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ꎮ
关键词: 吐根ꎬ 引种ꎬ 繁殖ꎬ 栽培ꎬ 年生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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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根为茜草科植物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或

Ｃ.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的干燥根ꎬ原产于巴西ꎬ１６４８ 年被从

巴西引入欧洲ꎬ作为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而

著名ꎬ是世界天然药物市场上重要和知名的草药

之一ꎮ 吐 根 具 有 祛 痰 和 催 吐 等 作 用 ( Ｓｍｉｔｈ ＆
Ｓｍｉｔｈꎬ１９６１ꎻＪ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８)ꎬ在巴西国家药典、美
国药典、日本药方局和欧洲药典等均有收录(李庆

华ꎬ１９５７ꎻ ＳＪＰꎬ ２００６ꎻ ＵＳＰＣꎬ ２００９ꎻ ＥＰＣꎬ ２０１０)ꎮ
吐根的主要活性成分为生物碱类ꎬ如吐根酚碱和

吐 根 碱 ( Ｊｈａ Ｓ ＆ Ｊｈａ ＴＢꎬ １９８９ꎻ Ｙ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 ＆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ꎬ １９９１ꎻ孙磊等ꎬ２０１２ꎻ王超等ꎬ２０１３)ꎬ可
能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和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 ＳＡＲＳ)等由病毒引起的咳嗽和痰多

症状有改善ꎬ具有临床应用的潜在价值ꎮ 目前ꎬ国
外已在吐根的种苗组培快繁( Ｉｄｅ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８ꎻ
Ｊ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８ꎻＴｅｓｈｉ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８ꎻＪｈａ Ｓ ＆ Ｊｈａ
ＴＢꎬ １９８９ꎻＲｏｕ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栽培技术 (Ｇｅｒｍａｎꎬ
１９９１ꎻ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 Ｂｌａｎｃｏꎬ ２０１６ )、 生 长 调 控

(Ｙ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 ＆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ꎬ １９９１ꎻＩｓｏｇ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种质资源保护(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 Ｊｈａꎬ ２００８ꎻ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生殖发育(Ｓｏｕｚ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６)和根

活性成分分离( Ｉｔｏｈ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１)等方面进行了一

些研究ꎬ以促进吐根的栽培应用ꎮ 如对吐根组织

培养技术已有较多探索ꎬＪｈａ Ｓ ＆ Ｊｈａ ＴＢ(１９８９)报
道了利用吐根的芽尖和节点等外植体进行组培ꎬ
Ｙ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 ＆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 １９９１ ) 以 及 Ｙａｍｕｎ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研究发现可以用吐根节间段进行组培ꎬ
而 Ｙ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 ＆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１９９４)介绍了用吐根

根部切段进行组培的方法ꎬ然而ꎬ这些研究获得的

组培苗均未完成田间阶段的系统试验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制药企业对吐根药材的需求

全部依赖进口ꎬ因此对吐根进行引种繁殖及栽培

研究十分必要ꎮ 吐根曾被成功引种到缅甸、马来

西亚、印度、尼泊尔等亚洲国家 (李庆华ꎬ１９５７ꎻ
Ｊｈａ Ｓ ＆ Ｊｈａ ＴＢꎬ １９８９ꎻ马小军ꎬ１９９２)ꎮ 我国虽然

也有引种吐根的相关记载(马小军ꎬ１９８９)ꎬ但与栽

培技术相关的栽培基质、生长特性和繁殖方式等

方面缺乏详细的数据参考ꎮ 因此ꎬ本文对原产巴

西的吐根开展与之相关的引种繁殖及栽培研究ꎬ
旨在为其在国内推广种植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吐根的引种种源来自巴西马托格罗索州(Ｍａｔｏ
Ｇｒｏｓｓｏ)ꎬ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马小军

研究员鉴定为吐根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从巴西引进后种植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苗圃ꎮ 在每年的最低温度月

份(西双版纳 １２ 月到翌年 ２ 月)ꎬ吐根置于使用塑

料薄膜覆盖的大棚中ꎬ保持晚上覆盖白天打开ꎬ大
棚有专人进行日常栽培管理ꎮ

０９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吐根扦插繁殖研究

１.２.１.１ 不同扦插部位对吐根存活率的影响　 选取

长势一致的植株ꎬ分别以分根(根长 ９.０ ~ １２.０ ｃｍꎬ
根粗 ５.００ ~ ７.００ ｍｍ)、茎下段[茎长(７.５±１.１)ｃｍꎬ
茎粗(２.５９±０.１５) ｍｍ]、茎上段[茎长( ６. ６ ± ０. ７)
ｃｍꎬ茎粗(２.０６±０.６２)ｍｍ]和叶[叶长(１２.３±０.２)
ｃｍꎬ叶宽(７.２± ０.２) ｃｍ]为扦插材料ꎬ种植容器为

控根器(底盘直径为 ６０ ｃｍꎬ高为 ３０ ｃｍ)ꎬ培养基

质使用腐殖土 ∶ 椰糠体积比为４ ∶ １ꎬ控根器内栽

培基质填装厚度为 ２０ ｃｍꎬ每处理组种植 １５ 株ꎬ每
控根器种植 １ 株ꎬ保持一致的水肥管理条件ꎬ２ 个

月后观察发根情况ꎬ统计发根率ꎬ生长后期统计各

处理的成活率ꎮ
１.２.１.２ 不同生根剂处理对扦插的影响　 选取长势

一致的植株ꎬ将植株茎用枝剪剪成上下段ꎬ取茎长

≥５.８ ｃｍ、茎粗≥２.４１ ｍｍ 茎下段用于扦插ꎮ 扦插

前分别用 ＩＡＡ(吲哚乙酸)２０ ｍｇＬ￣１、ＩＢＡ(吲哚丁

酸)２０ ｍｇＬ￣１和清水(对照)浸泡 １ ｈꎬ每种处理种

植 １５ 株ꎬ培养基质使用腐殖土 ∶ 椰糠体积比为

４ ∶ １ꎬ保持一致的水肥管理条件ꎬ２ 个月后观察发

根情况ꎬ统计发根率ꎬ生长后期统计各处理的成

活率ꎮ
１.２.２ 吐根分根繁殖研究 　 选择健壮、直径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ｍ、长 ５.０~７.０ ｃｍ 的一年生根条ꎬ作分根繁殖

的种ꎬ栽种于控根器内ꎮ 培养基质使用腐殖土 ∶ 椰

糠体积比为 ４ ∶ １ꎬ保持水肥等管理条件一致ꎮ 每隔

一年测量 １ 次株高、根长、根粗和根条数等生长指

标ꎬ共测量 ２０ 株ꎬ分别计算分根一年生和分根两年

生的根体积和总根体积ꎮ 其中ꎬ根体积 ＝ ３.１４ ×(根
粗 / ２) ２×根长ꎬ总根体积为单株根体积之和ꎮ
１.２.３ 吐根栽培研究

１.２.３.１ 不同栽培基质对吐根根生长的影响　 选取

生长较一致的吐根幼苗ꎬ采用不同的基质进行种

植ꎬ试验分别设置基质 Ａ(腐殖土 ∶ 椰糠体积比为

４ ∶ １)和基质 Ｂ(沙土)共 ２ 个处理ꎬ每个处理 １５
株ꎬ保持一致的水肥等管理条件ꎮ 每个控根器种

植 １ 株ꎮ 一年后使用直尺测量根长及使用游标卡

尺测量根粗(最大直径)生长指标ꎬ统计根数和总

根体积ꎮ
１.２.３.２ 吐根地上部分年生长动态指标测定　 选取

长势一致的吐根幼苗于塑料薄膜覆盖的大棚中进

行培育管理ꎮ 每隔 ２ 个月测量植株的地径、株高、

叶片长和叶片宽等指标ꎬ共测量 ２０ 株ꎮ 栽植时每

控根器种植 １ 株ꎬ培养基质使用腐殖土 ∶ 椰糠体

积比为 ４ ∶ １ꎬ水肥等管理条件一致ꎮ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开始ꎬ连续观察两年ꎮ
１.３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ＡＳ ９.１ 软件进行分

析ꎬ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ｓ 新复极差法

(Ｄｕｎｃａｎ’ 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ꎬ ＤＭＲＴ)ꎬ２ 种栽培基

质对吐根根生长的影响采用 ｔ￣Ｔｅｓｔ 检验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吐根扦插繁殖研究

２.１.１ 不同扦插部位对吐根存活率的影响 　 由表 １
可知ꎬ使用分根为扦插材料ꎬ发根率和存活率均达

１００.０％ꎻ使用茎下段为扦插材料ꎬ发根率和存活率

分别为 ６８.０％和 ７５.０％ꎻ使用茎上段及叶片ꎬ发根

率和存活率均为 ０ꎮ 因此ꎬ可利用吐根的分根和茎

下段进行扦插繁殖ꎬ且分根繁殖显著优于茎下段ꎮ

表 １　 不同扦插部位对吐根存活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ｔｔ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扦插部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

发根率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发根数
Ｒｏ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分根
Ｒｏｏ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０Ａ ＋＋＋ １００.０±０.０Ａ

茎下段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ｔｅ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６８.０±４.３Ｂ ＋＋ ７５.０±５.６Ｂ

茎上段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０Ｃ ０ ０Ｃ

叶 Ｌｅａｆ ０Ｃ ０ ０Ｃ

　 注: ＋＋＋表示发根较多ꎻ ＋＋发根较少ꎮ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Ｎｏｔｅ: ＋ ＋ ＋ ｍｅ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ꎻ ＋ ＋ ｍｅａｎｓ ｌｅｓ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ｒｏｏ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２.１.２ 不同生根剂处理对扦插的影响 　 图 １ 表明ꎬ
利用 ＩＡＡ 和 ＩＢＡ 浸泡处理后ꎬ茎下段的扦插发根

率和成活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ꎮ 其中ꎬ ＩＡＡ ２０
ｍｇＬ￣１浸泡 １ ｈꎬ成活率为 ９０.０％ꎻＩＢＡ ２０ ｍｇＬ￣１

浸泡 １ ｈꎬ成活率为 ８８.０％ꎮ 统计分析显示ꎬ两者

差异不显著ꎬ说明 ＩＡＡ 和 ＩＢＡ 的扦插效果相当ꎬ均
可以用于吐根茎下段的扦插繁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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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写字母、不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发根率和成活率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１　 不同生根剂处理(吲哚乙酸 ＩＡＡ、吲哚丁酸
ＩＢＡ)对吐根茎下段扦插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ＡＡ
ａｎｄ ＩＢＡ ｏｎ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ｔｅ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２.２ 吐根分根繁殖研究

对引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吐根植

株ꎬ连续两年测量其茎和根的生长指标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ꎬ吐根一年生植株平均株高为 １０.６６ ｃｍꎬ两年生

平均株高为 １６.５４ ｃｍꎬ呈持续生长状态ꎮ 根在外观

上总体呈柱状、有分叉、表面有极细的纵皱和一些

椭圆形瘫痕ꎬ一年生植株根长平均为 １１.００ ｃｍꎬ根粗

平均为 ５.３２ ｍｍꎬ总根体积为 ２.７１ ｍＬꎻ两年生有分

叉根长平均为 １４.４４ ｃｍꎬ根粗平均为 ９.９２ ｍｍꎬ总根

体积为 ３.５４ ｍＬꎮ 根呈灰色、灰棕色或红棕色ꎬ呈红

棕色者往往具有横向环绕的脊ꎬ脊宽为 ０. ５ ~ １. ０
ｍｍꎬ长约为根周长的一半ꎬ每厘米根有 １ ~ ６ 条脊ꎬ
有时可见以不规则间隙分布的环ꎮ 可见ꎬ目前采用

分根的吐根在植株和药材外观性状较好ꎬ单株总根体

积较高ꎬ可作为云南地区比较适合推广的栽培方式ꎮ
２.３ 吐根栽培研究

２.３.１ 不同栽培基质对吐根根生长的影响 　 由图 ２
可知ꎬ基质 Ａ(腐殖土 ∶ 椰糠体积比为 ４ ∶ １)和基质

Ｂ(沙土)对根数的影响差异不显著ꎬ但基质 Ａ 的根

体积显著大于基质 Ｂꎬ可见ꎬ基质 Ａ 更利于吐根根

生长ꎮ
２.３.２ 吐根地上部分年生长动态指标测定 　 引种

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吐根地上部分年生

长动态观测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ꎬ吐根苗的地径和株

高随着年时间进程而不断增大ꎬ其中ꎬ地径 １—３
月份和 ９—１１ 月份增长明显ꎻ株高随着年时间进

程持续增加ꎬ在 ７—１１ 月增长明显ꎻ叶片长和宽在

３—９ 月份增长明显ꎬ９ 月份之后基本停止生长ꎮ
这些生长特点与西双版纳旱季和雨季分明的气候

条件密切相关ꎬ因此可根据这些特点制定出科学

的吐根水肥管理措施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景洪市的气候条件能满足吐根的正常生长发育

需求ꎬ可作为吐根的引种地ꎮ 吐根的分根和茎下

段可用于扦插繁殖ꎬ可使用 ２０ ｍｇＬ￣１的 ＩＡＡ 或

ＩＢＡ 浸泡 １ ｈ 的方法提高吐根茎下段的扦插成活

率ꎮ 采用分根繁殖的吐根植株在植株生长和药材

外观性状较好ꎬ单株总根体积较高ꎬ吐根一年生植

株平均株高为 １０.６６ ｃｍꎬ两年生平均株高为 １６.５４
ｃｍꎬ一年生植株根总体积为 ２.７１ ｍＬꎬ两年生根总

体积为 ３.５４ ｍＬꎮ 吐根栽培基质可选用腐殖土 ∶
椰糠体积比为 ４ ∶ １ꎬ在吐根的年周期生长中ꎬ地径

在 １—３ 月和 ９—１１ 月增长明显ꎬ株高在 ７—１１ 月

增长明显ꎬ叶片长和宽在 ３—９ 月增长明显ꎬ根据

这些特点ꎬ可科学制定相应的水肥管理措施ꎮ 目

前ꎬ吐根已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繁殖

成功ꎬ将为吐根在国内栽培种植提供技术保障ꎬ以
后可通过吐根规模化栽培ꎬ逐步满足国内药企的

需求ꎬ对推动吐根相关产业链有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ꎮ
吐根依据现有文献资料ꎬ在我国目前未有人

研究及栽培成功ꎬ国内吐根药材全部依赖于进口ꎬ
虽然已有亚洲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缅甸、马来西

亚等进行引种种植(李庆华ꎬ１９５７ꎻＪｈａ Ｓ ＆ Ｊｈａ ＴＢꎬ
１９８９ꎻ马小军ꎬ１９９２)ꎬ但我们是从原产地巴西首次

引种到中国国内并成功种植ꎮ 结合原引种地巴西

的温度、降雨量等主要气候条件以及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引种吐根的栽培经验ꎬ在我国南部部分

省份以及印度北部、尼泊尔南部等地区种植吐根

具有巨大发展潜力ꎬ将其扩大种植在北纬 ２３°以南

亦可行ꎮ 可为今后在中国云南省南部地区如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州、普洱市ꎬ广东省雷州半

岛、 海南省的中南部地区如五指山市、 三亚市ꎬ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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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吐根分根繁殖主要生长指标测定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ｒｏｏ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栽培方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植株外观质量性状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根长
Ｍａｉｎ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根粗
Ｒ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根条数
Ｒｏ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ｐｌａｎｔ￣１)

单根体积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ｏｏ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Ｌ)

总根体积
Ｔｏｔａｌ ｒｏｏ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Ｌ)

分根一年生
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ｌｄ ｒｏｏ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１０.６６±０.４２ １１.００±１.６４ ５.３２±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０.７２ ２.７１±０.７２

分根两年生
Ｔｗｏ￣ｙｅａｒ￣ｏｌｄ ｒｏｏ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１６.５４±１.４４ １４.４４±０.１０ ９.９２±０.９６ １.７１±０.５７ ３.１８±０.５８ ３.５４±０.６９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ꎮ
　 Ｎｏｔ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ｘ± ｓｘ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图 ２　 不同栽培基质对吐根根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南和老挝等的热带雨林区域进行规模化栽培奠定

坚实基础ꎮ
种子繁殖、扦插繁殖和组织培养是植物重要

的繁殖方法ꎮ 本课题组研究发现吐根可以通过分

根和茎下段进行扦插繁殖ꎬ虽然扦插繁殖获得成

功ꎬ但繁殖系数低于种子繁殖和组织培养ꎻ而使用

吐根种子繁殖的方式ꎬ播种后每周观察一次ꎬ未见

种子发芽ꎮ Ｍｉｔｒａ ＆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１９４９)在印度加尔

各答也报道了这种现象ꎬ吐根种子是否属于顽拗

型种子? 吐根种子是否存在形态后熟或生理后

熟? 还需进一步研究ꎮ
采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吐根繁殖是研究的重

要方面ꎬ国外已有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

成功ꎬ如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 Ｊｈａ(２００８)使用 Ｋｎ(２ ｍｇ
Ｌ￣１)、ＢＡＰ(２ ｍｇＬ￣１)、２ｉＰ ( ２ ~ ３ ｍｇＬ￣１)、ＮＡＡ

(０.２ ｍｇＬ￣１)和腺嘌呤(４０ ~ １００ ｍｇＬ￣１)作为添

加剂的 ＭＳ 培养基用于诱导节点分生组织的新芽

繁殖和节间段的芽生长ꎬ获得组培成功ꎬ并且在田

间条件下各项生长指标均良好ꎬ其中有 ２５％的植

物能够在一年内开花ꎮ 此外ꎬ组培获得的吐根形

态学特征稳定ꎬ且具有稳定的染色体数目( ２ｎ ＝
２２)(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 Ｊｈａꎬ ２００８)ꎮ

在吐根栽培中发现ꎬ吐根病虫害发生较普遍ꎬ
尤其是西双版纳州的雨季月份的高温高湿环境利

于病害流行ꎬ如病毒病以及真菌类的炭疽病ꎮ 害

虫主要有同翅目的粉蚧以及蜗牛等有害动物ꎮ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也报道了吐根病害如叶斑病

(Ｍｙｃｅｎａ ｃｉ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茎枯病(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 ｒｏｌｆｓｉｉ)和枯

萎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的危害ꎮ 因此ꎬ一方面需要做

好吐根病虫害的预防工作ꎬ如采取清除落叶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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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吐根植株地上部分年生长动态
Ｆｉｇ. 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ｅｌｉｓ ｉｐｅｃａｃｕａｎｈａ

残体、苗床消毒、使用沤熟的有机肥和合理的植物

间距等措施ꎮ 另一方面ꎬ还需对吐根病虫害生物

学生态学及绿色防控技术开展研究ꎮ 此外ꎬ建议

吐根田间种植行距 ２０ ~ ３０ ｃｍ、株距 １０ ~ １５ ｃｍ 较

为合适ꎬ因为合理的种植密度可减少病虫害发生ꎮ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 Ｂｌａｎｃｏ(２０１６)研究发现ꎬ吐根种植密

度为行距 ２０.０ ｃｍ、株距 ７.５ ｃｍ 时可减少真菌病害

发生ꎬ有效降低病害造成的损失ꎮ
吐根的生长发育与西双版纳州旱季和雨季分

明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ꎮ 结果表明ꎬ其在云南 ９
月份生长最好ꎮ １１ 月份开始ꎬ叶片会出现变褐现

象ꎬ１１ 月底叶片变褐明显ꎬ同时有落叶现象ꎮ 本研

究发现ꎬ吐根叶片变褐并非病原菌导致ꎮ 通过使

用遮阳网和加强水管理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ꎬ说
明吐根对遮阴度及湿度有一定需求ꎬ最佳遮阴度

和湿度有待进一步探索ꎮ
吐根在云南 ９ 月份生长最好ꎮ 而吐根曾被成

功引种到印度加尔各答ꎬ在 ８ 月生长最佳(Ｍｉｔｒａ ＆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ꎬ１９４９)ꎬ物候期与本文有一定差异ꎬ原
因可能是不同气候环境导致ꎮ 在印度 ８ 月份降雨

量为 ３９１.１５ ｍｍꎬ平均温度为 ２６.３９ ℃ ꎬ而云南西

双版纳 ８ 月份正值雨季ꎬ雨量充沛ꎬ气候差异明

显ꎮ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冬季月份的最低平均温

度为 １７.２ ℃ ꎬ不能充分满足吐根的生长需求ꎬ我们

试验中将部分种苗放在温室种植ꎬ提高温度到

２８ ~ ３２ ℃ꎬ并保持一定的昼夜温差ꎬ发现明显地促

进了吐根的生长ꎮ 因此ꎬ规模化种植时ꎬ在冬季建

议采用保护地种植模式ꎮ 观察还发现ꎬ吐根在云

南 ３ 月份地径、叶片长和宽增长明显ꎬ在加强水管

理的条件下ꎬ旱季月份的短期低温条件较利于吐

根生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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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说明

在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努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ꎬ积极推动植物科学发展———庆祝«广西植物»
创刊４０ 周年”一文中ꎬ由于编排原因ꎬ个别文字有错ꎬ现将纸质版予以更正(电子版已及时更正)ꎬ
并致以歉意!

页数 / 原文 更正

第 １５９１ 页 / 左栏倒数第三行“论称猴桃属

植物的分布”
更正为“论猕猴桃属植物的分布”

第 １５９１ 页 / 右栏顺数第 １８ 行“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１ 人”
与顺数第 １６ 行的合并为“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 ２ 人”

第 １５９１ 页 / 右栏顺数第 ３０ ~ ３１ 行“植物组

织培养中的内生细菌污染问题”
更正为“银杏苗期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异和

选择研究”

广西植物编辑部

６９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