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耐荫药用植物石蒜培育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耐荫药用植物石蒜培育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03859212

10位ISBN编号：7503859210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中国林业出版社

作者：杨志玲 等 著

页数：1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耐荫药用植物石蒜培育技术>>

内容概要

　　道地药材是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和药农种植的热门话题，不过开发利用森林药材新品种更是满足人
们治愈新疾病的重要之举，也是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特别是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疾病谱随之缓慢发生着改
变，野生药用植物在预防和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和老年病方面尤有所长。
近年来，国内外兴起从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中开发新药的热潮，这为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带来了
宝贵的机遇。
大量科研实践发现，对野生药用植物驯化培育和规模化种植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人类日常保健、医疗卫
生和健康用药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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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研究发现施肥对鳞茎干、鲜物质积累和分配均有促进作用，肥料种类试验证实：钾营养较
氮肥和复合肥对生长性状、鲜重、干重各指标的影响最大，各性状方差分量均超过80％以上，对开花
后种性恢复和分蘖有独特效果，但是有关钾营养促进石蒜开花后种性恢复的机理尚不清，需要继续进
行探索性研究。
　　（4）对不同树种套种微环境因子下光照效应、气温效应、湿度效应、土壤水分和土壤养分等差
异性进行了分析，但研究时间局限在初叶期及叶片旺盛生长期，对于叶片后生长期和落叶期并未开展
连接观察及年度间对比研究，不过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有待今后继续总结。
　　（5）无性繁殖是当前解决石蒜鳞茎繁殖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再生问题。
研究解决了石蒜无性繁殖采样的季节问题，但是无性繁殖还是涉及到人工费用高、鳞茎极易腐烂而造
成资源浪费现象，有待继续进行技术探索。
体胚再生繁殖体系还仅局限于实验室试验阶段。
　　（6）加兰他敏在野生石蒜中含量甚微，提纯制药需要消耗资源量非常巨大，优质资源选育和生
产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本研究获得3个优质居群资源，但繁殖系数低将限制该资源快速应用，加大
对野生优质资源的选择力度，以期获得更多优质资源，以满足制药工业的生产和国际社会对该药品的
需求。
　　7.3 研究展望　　（1）石蒜除有重要药用价值外，又可开发成鲜切花材料和秋冬地被植物，且鳞
茎含有大量的多糖、氨基酸、微量元素和淀粉，具有综合开发利用优势和前景，今后应提出多方位研
究目标，特别加强其在园林和化工材料等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其综合利用潜力，减少资源浪费。
　　（2）钾是所有生物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对植物生长发育、各种抗性及免疫等均有重要功能。
有关钾营养研究是农作物领域的热点和焦点，有关其吸收、性状遗传、运输蛋白质等研究已深入到分
子水平。
加强对石蒜钾营养代谢及其引起的鳞茎营养物质积累及药效成分变化等相关生理基础研究，从植物营
养角度改善其培育方式，对于减少种植成本，缩短培育周期，提供足量资源供提取加兰他敏药物，保
证国内外药品市场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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