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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山西产半夏进行了盆栽试验, 研究其在全光照和遮荫处理下的生物学特性。结果表明, 半夏是喜

阴植物, 遮荫 55% 和 80% 与全光照相比, 叶长、叶宽、株高分别增加了 38% 和 27% , 8% 和 25% , 59% 和 101% ; 叶片

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分别增加了 17% 和 26% , 28% 和 36% , 10% 和 13% , 叶绿素 aöb 减小; 半夏

的珠芽数量与鲜重分别增加了 215% 和 101% , 177% 和 56%。综合分析认为, 遮荫 55% 可为半夏生长发育提供较适

宜的环境条件, 对珠芽数量和质量及半夏总产量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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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b io logica l characterist ics of P inellia terna ta (T hunb. ) B reit under d ifferen t shading

trea tm en ts w ere studied in the experim en t in the basin con ta iners. R esu lts show ed that P. terna ta w as a

shade2loving p lan t. Compared w ith fu ll sun ligh t, the average leaf length,w id th and p lan t heigh t of P. terna2
ta under 55% and 80% shading condit ion s increased by 38% and 27% , 8% and 25% , 59% and 101% , re2
spect ively; the con ten ts of Ch la, Ch lb and Car increased by 17% and 26% , 28% and 36% , 10% and 13% ,

respect ively and the con ten t of Ch laöb decreased. Besides, the fresh w eigh t and the num ber of bu lb ils in2
creased by 215% and 101% , 177% and 56% , respect ively. Based on above experim en t resu lts, w e suggest

tha t the fit t ing shading trea tm en t is 55% , w h ich is impo rtan t fo r the quan t ity and yield inp rovm en t of

P. bu lbils in the p lan 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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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夏 (P inellia terna ta (T hunb. ) B reit. ) 为天

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以块茎入药, 其块茎于夏、

秋二季采挖, 内含淀粉、生物碱、挥发油、Β2谷甾醇、

草酸钙、半夏蛋白、氨基酸、鸟苷、琥珀酸等, 具有燥

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能[1 ]。

半夏喜温暖湿润的环境, 在我国南北地区都有

野生生长, 适应性强, 繁殖方式有种子繁殖和利用块

茎、珠芽的无性繁殖, 一般多采用块茎和珠芽繁殖。

近年来, 野生半夏被过度采挖, 加之其生存环境遭到

破坏, 导致资源不断减少, 由于半夏具有多种药理作

用, 市场对其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 因此发展半夏的

人工种植成为保障药材供应的重要措施。目前, 关于

半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药理以及栽培方

法等方面[226 ] , 而对半夏不同栽培措施下的生物学特

性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试验对不同遮荫条件下

半夏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 旨在阐明半夏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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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性与生长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获得更

高的块茎产量、珠芽数量和产量提供科学依据与技

术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自然概况

　　试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地进行。该地地

处北纬 34°21′, 东经 108°10′, 海拔 454. 8 m , 年均日

照 2 150 h, 年均气温 12～ 14 ℃, 年均降水量 621. 6

mm , 且集中于 7～ 9 月份。

1. 2　材　料

选用山西新绛县人工栽培的半夏 (P inellia ter2
na ta (T hunb. ) B reit. ) , 也称三叶半夏、旱半夏、三

步跳、麻芋头等。试验选用大小均匀、直径 9～ 12

mm 的半夏块茎, 平均质量为 0. 939 g。

1. 3　试验方法

采用盆栽试验, 土壤为沙壤土, 其田间持水量为

18. 1%。2005203213 播下块茎, 每盆 7 株, 播种深度

为 3 cm , 最后定苗 5 株。半夏出苗后采用黑色遮荫

网进行遮荫处理: 一层遮荫网, 光强约为自然光的

45% , 相当于遮光率为 55% ; 两层遮荫网, 光强约为

自然光的 20% , 相当于遮光率为 80% ; 以不遮荫 (全

光照)为对照, 每处理重复 5 次。

1. 4　调查内容

1. 4. 1　半夏生长期间的环境条件　记录每天的株

间温度、光照强度及盆栽土壤 3, 6, 9 cm 处土温。

1. 4. 2　半夏的主要生物学特性　记录出苗时间、生

长苗数、倒苗数、开花结实时间; 06201 测量成熟植

株的株高、叶长、叶宽, 按照高俊凤[7 ]的方法测定叶

片的光合色素含量; 10218 倒苗后, 测定单株半夏的

块茎产量及珠芽数量和产量。

1. 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SPSS 12.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半夏物候期观察

　　据观察, 半夏在陕西关中地区于 3 月下旬萌发,

4 月中下旬出苗;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为旺盛生长

期; 5 月中旬, 有佛焰苞长出; 6 月中下旬, 发生严重

倒苗; 7 月上旬短暂生长后, 在中旬发生局部倒苗; 8

月恢复生长, 直至 9 月上旬达到一个生长高峰; 10

月中下旬倒苗越冬。

2. 2　半夏生育过程中的主要生物学特性与环境条

件的关系

2. 2. 1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的生长和倒苗状况　

据观察, 半夏萌发温度在 10 ℃以上, 13 ℃开始出

苗, 从栽种到出苗的时间约为 30 d。遮荫可以降低光

照强度、株间温度和地温, 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有利

于土壤水分的保持。在本试验中, 遮荫 55% 和 80%

处理相对于对照分别使株间温度下降了 1～ 3 和

3～ 5 ℃, 使 3 cm 土温下降 4～ 5 和 5～ 7 ℃, 使 6 cm

土温下降 2～ 4 和 4～ 5 ℃, 使 9 cm 土温降低 2～ 3

和 3～ 5 ℃, 且使 3, 6, 9 cm 土层土壤含水量分别较

对照增加了 7% 和 9% , 3% 和 4% , 3% 和 4%。

图 1　不同遮荫处理下半夏生长苗数发育进程

- ◇- . 80% 遮荫; - □- . 55% 遮荫; - △- . 全光照

F ig. 1　N um ber of seedlings changed w ith

date under differen t shadings

- ◇- . 80% shading; - □- . 55% shading; - △- . Fu ll ligh t

图 1 为半夏在不同遮荫强度下生长苗数的变化

情况, 观察对象为 5 个块茎, 06224 用土覆盖珠芽。

从图 1 可以看出, 遮荫 55% 处理的半夏生长情况优

于遮荫 80% 处理和对照。半夏的适宜生长温度为

15～ 30 ℃, 超过 30 ℃则生长缓慢, 超过 35 ℃生长

停止, 趋向倒苗。在本试验中, 从 05213 开始出现倒

苗, 尤以 6 月中下旬较严重。在 06207～ 06224, 全光

照下的光照强度超过了 1. 1×105 lx, 最高气温超过

了 38. 5 ℃, 不同处理都有大量倒苗; 在 07210～

07217, 全光照下的光照强度超过了 1. 2×105 lx, 最

高气温超过了 38 ℃, 对照有 1 次倒苗, 因高温持续

时间较短, 故遮荫 55% 和 80% 处理未发生严重的倒

苗现象; 10 月中下旬, 由于气温降至 10 ℃以下, 加

之日照时间缩短, 引起全部处理的半夏倒苗。本试验

观察表明, 半夏倒苗的主要因素是温度条件, 这与张

明等[8 ]的研究结论一致。

本试验发现, 在全光照处理中, 当地表温度过高

时, 会引起叶柄与地表接触部分脱水, 叶柄因受机械

损伤而折断, 许多半夏刚出苗便枯萎, 出现严重的倒

苗、死苗现象。

2. 2. 2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叶片和株高的生长量

　半夏叶片为卵形, 一般情况下叶为三出复叶, 中间

叶片较大, 两侧叶片较小, 先端锐尖, 基部楔形, 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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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无毛, 有短柄, 本试验中观察到两侧小叶还存在

浅裂或深裂的现象。本试验还发现, 由珠芽萌发产生

的幼苗有单叶戟形、卵状心形和 3 全裂形 3 种叶形,

另外卵状心形可以向戟形过渡, 由浅裂到深裂, 形成

三出复叶形状。

由表 1 可知, 遮荫处理与对照之间的主叶长、主

叶宽、叶长ö叶宽和株高均有显著差异, 表现为遮荫

处理的半夏叶片变大, 株高增加。遮荫 55% 和 80%

处理与对照相比, 主叶长分别增加了 38% 和 27% ,

主叶宽分别增加了 8% 和 25% , 株高分别增高了

59% 和 101%。此外, 随着遮荫的增强, 叶柄变细, 叶

片变薄。
表 1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的叶片大小与株高

T able 1　L eaf characterist ics and heigh t of P. terna ta under differen t shadings

遮光率ö%
Shading

主叶长öcm
L eaf length

主叶宽öcm
L eaf w idth

叶长ö叶宽
L engthöw idth

株高öcm
H eigh t

CK 6. 37 b 2. 82 b 2. 26 b 6. 72 b

55 8. 77 a 3. 03 ab 2. 89 a 10. 71 a

80 8. 07 ab 3. 53 a 2. 29 ab 13. 54 a

　　注: 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P < 0. 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P < 0. 01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下表同。

N o tes: N o rm al letters show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at P < 0. 05 and cap italized letters show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at P < 0. 01. T he sam e be2

low.

2. 2. 3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叶片光合色素的含量

　由表 2 可知, 半夏叶片光合色素含量在遮荫条件

下普遍高于对照。遮荫 55% 和 80% 处理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分别较对照增加了

17% 和 26% , 28% 和 36% , 10% 和 13% , 叶绿素 aöb

随着遮光率的增加而减小。可见, 遮荫有利于光合色

素含量的提高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增加, 且叶绿素

b 含量增幅大于叶绿素 a, 这些均会使植株吸收和传

递光能的能力增强。

2. 2. 4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珠芽的生长状况　珠

芽生长在半夏叶柄基部内侧, 生长期约 40 d, 成熟后

遇土生根长大变为块茎。在 6～ 8 月, 对照处理中裸

露于土表的成熟珠芽大多被晒干, 丧失活性, 因此及

时将珠芽埋入土中对其生长发育具有重要意义。理

论上一个叶柄上会生长一颗珠芽, 但遮荫处理的珠

芽数量极显著多于对照 (表 3) , 珠芽萌发率也高于

对照, 表明遮荫措施对增加珠芽数量有重要作用。

表 2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叶片的光合色素含量

T able 2　P igm ent con ten t of P. terna ta under differen t shadings

遮光率ö%
Shading

叶绿素 aö
(m g·g- 1)

Ch la

叶绿素 bö
(m g·g- 1)

Ch lb

叶绿素 aöb
Ch laöb

类胡萝卜素ö
(m g·g- 1)

Car

CK 1. 683 b 0. 337 b 5. 000 a 0. 500 b

55 1. 965 ab 0. 430 a 4. 570 a 0. 550 a

80 2. 127 a 0. 458 a 4. 646 b 0. 563 a

2. 3　不同遮荫强度下单株半夏的块茎产量与珠芽

产量和数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单株半夏的块茎产量与珠芽

产量和数量在不同遮荫强度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遮荫处理的块茎鲜重小于对照; 遮荫 55% 和 80% 处

理与对照相比, 珠芽鲜重增加了 177% 和 56% , 珠芽

数量增加了 215% 和 101% ; 从总产量方面来看, 遮

荫 55% 处理显著优于对照和遮荫 80% 处理, 产量分

别较后两者提高了 23% 和 76%。由此可见, 遮荫

55% 能为半夏生长发育提供较好的环境条件, 更有

利于半夏珠芽的生长。

表 3　不同遮荫强度下半夏块茎产量与珠芽产量和数量

T able 3　O utpu t of P. terna ta and the num ber of bu lb ils under differen t shadings

遮光率ö%
Shading

块茎鲜重ög
F resh w eigh t

of a tuber

珠芽鲜重ög
F resh w eigh t

of bu lb ils

总重ög
To tal

w eigh t

珠芽数量
N um ber of

bu lb ils

CK 2. 564 A a 0. 678 c 3. 242 b 2. 713 C

55 2. 104 A b 1. 880 a 3. 984 a 8. 554 A

80 1. 208 Bc 1. 060 b 2. 269 c 5. 46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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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半夏是喜温耐阴喜湿植物, 在陕西关中地区于

3 月下旬温度 10 ℃左右开始萌发, 4 月中下旬出苗,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为旺盛生长期, 生长适宜温度

为 15～ 30 ℃, 30 ℃以上生长缓慢, 超过 35 ℃则生

长停止, 趋向倒苗, 至 10 月中下旬倒苗越冬, 完成生

活周期。

植物的生长发育及调控是环境和遗传因子相互

作用的结果, 生物性状由基因和环境决定。半夏在陕

西关中地区能顺利地完成生活周期, 在 6 月份和 7

月份有倒苗现象, 且在全光照处理中发现当地表温

度过高时, 会引起叶柄与地表接触部分脱水, 发生叶

柄受机械损伤折断倒苗的现象。因此, 此期降低地表

温度对半夏的生长有重要意义。遮荫处理的半夏叶

片叶面积增大, 叶柄增长, 光合色素含量增加, 叶绿

素 aöb 减小, 叶绿素 b 增幅大于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作为聚光色素, 能吸收光能并将吸收

的光能传递到反应中心色素, 遮荫处理下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增加, 有利于提高植株吸收和

传递光能的能力, 这是植株对弱光环境的生理适

应[9 ]。在本试验中还观察到, 珠芽的叶型存在变异,

有单叶戟形、卵状心形和 3 全裂形 3 种形状, 这一结

果与宋经元等[10 ]的研究结果一致。

半夏的遮荫强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在本试验中,

遮荫 55% 处理下半夏的生长状况要明显优于全光

照和遮荫 80% 处理。遮荫并不能完全避免倒苗, 但

有利于珠芽的生长发育, 适度遮荫能给半夏的生长

提供适宜的光照强度、温度和土壤含水量, 使半夏能

够更好地生长发育; 过度遮荫则导致光照不足, 向下

部输送的光合产物减少, 使半夏产量减少。综上所

述, 根据种植地的具体环境适度遮荫, 对于半夏珠芽

繁殖及生长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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