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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截暗 众其 研 究进展
“

口陈中坚
“

孙玉琴 黄天卫 王炳艳 坛南省文山州三七研究所 文山

摘 要 三七人工栽培 的种植格局 已 经从粗放的传统栽培逐步过渡到规 范化种植阶段
,

产量

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
。

本文重 点概述 了近 年来对三七 的栽培研究
、

标准体 系建立
、

研

究及 基地建设进展
。

关键词 三七 栽培 育种 标 准

三七 尹 ‘咭 鳍 是五加

科人参属植物
,

为我国名贵中药材
,

具有活血化淤
、

消肿定痛的功效
,

目前多用于冠心病
、

心绞痛等心

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防治
。

三七 的人工栽培历史 已有

多年川
,

是栽培驯化 比较早的中药材之一
。

目前

主要集 中在 云南文 山
,

其面积和产量都 占全 国 的

以上
,

广东和广西有少量栽培 〔 ’。

但对三七 的

栽培研究却是从 世纪 年代开始
,

年陈守

仁先生发表在《科学与教育 》杂志第六期《三七栽培

研究法 》一文中谈及三七 的名称
、

产地
、

形态
、

水土
、

栽培及病虫害防治等 ‘ ’,

是最早涉及三七栽培的综

合性文章
。

解放后
,

三七的栽培研究得以系统开展
,

至 世纪 年代以来
,

三七的栽培研究有了更大

的发展
,

从栽培生理特性
、

生物学特性
、

栽培技术
、

病虫害防治等多方面均作了系列研究
。

近年来
,

配

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简称 的要求
,

开

展了三七 的基础研究
,

建立 了三七栽培的标准

体系
,

同时三七的育种研究也开始起步
,

是三七栽

培研究发展最快的时期
,

三七平均单产由解放初期

每公顷 增加到现在每公顷
,

翻了 倍
’。

故本文重点对近 年来三七 的栽培研究
、

标准

体系建立
、

研究及 基地建设进展情况作一

概述
。

一
、

三七的栽培生理特性

三七的栽培生理主要集中在对光的研究
,

刘丹等

研究认为三七光补偿点在光合有效辐射量 为
林

· 一 · 一 ‘ 一 林
· 一 · 一 ’

之间
,

光饱和点在 卿
· 一 ’ · 一 ’ 一 林

· 一 ’ ·

一 ’
之间

,

补偿点为
。

且
“

叶绿素 叶

绿素
”

之值较低
,

为
。

据此
,

判定三七 为典型

的阴生 植物 〔 ’。

在此基础上崔秀明等开展了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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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适宜透光率的研究
,

指出三七栽培的透光率仅

为 一 左右
,

透光度超过
,

三七 的产量就

明显下降
,

并认为 透光率已超过三七对光照的

承受极 限 ‘“ ’,

纠正 了前人对三七透光率为 甚至

的错误认识
。

三 七栽培 生理 中对光 的研

究
,

为三七 的遮 阳网栽培技术奠定 了理论基础
。

此外
,

通过其他研究
,

测定了三七在不同的生长时期

叶绿素含量 。 为
· 一 , 一 。一

·

一

之 间
, , ,

蒸腾速率为 林
· 一 , 一 ’

林
· 一 ’ 一 ’

之间
,

气孔导度为 林
·

一 一 ’一 林
· 一 , 一 ’

之间 「 。

在激素效应研究方面
,

何茂金等用赤霉素

处理三七种苗
,

认为 能打破三七块根芽抱的休眠

而提早出苗
,

根部产量显著提高
,

同时发现了 诱

导双茎三七 的比例可以增加 一 ’。

崔秀明等

研究了 生根粉 号
、

生根粉 号
、 ,

蔡乙酸
、

养植宝
、

三十烷醇
、

稀土等 种植物激素及

生长调节剂对三七种子的效应认为
,

用于处理三

七种子
,

具有明显打破三七种子休眠的作用
,

使出苗

期提早 天左右
,

但 对三七 出苗及存苗有不利影

响
,

导致三七种苗产量大幅度下降 【‘“ 〕。

为 巧 天左右
,

其生活力可用 红 四氮哩 法进行

快速测定
,

最佳贮存方法为湿砂保存
’ 。

三七种苗经

过 自然低温处理可 以解除休眠
,

三七种苗萌发的三

基点温度为最低 ℃
,

最适 巧 ℃
,

最高 ℃
。

最适合

三七种苗出苗的土壤含水量为 一 ,

并且三七

种苗不耐贮存
,

采挖后应及时移栽‘’ ’。

三
、

三七 的栽培技术

二
、

三七 的生物学特性

三七是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
,

人工栽培为

年育苗
,

移栽后大 田生长 年采收可以获得最佳的

经济效益
。

三七通常 月底至 月现蕾
,

月开花
,

月结果
,

月至 月果实分批成熟
‘ , 一 ‘ 。

杨兴华

研究 了花 的发育
,

发现三七 花 的形成是连续分化

的
,

从外周开始渐向中心进行
,

分化顺序为曹片
、

花

瓣
、

雄蕊及雌蕊
。

在花部的维管束韧皮部薄壁组织

内外具有丰富的分泌及分泌管道
,

并且三七胎座的

形成及胚珠所在的位置
,

恰好与基底胎座相反
,

在

子房内两室 的各一胚珠
,

都生长在子房上端
,

向下

倒悬
,

属于顶生胎座 ‘川
。

此外杨兴华还完成 了三七

形态结构的系统研究 〔川
。

三七 的种子和种苗都具有休眠的特性
,

种子 的

休眠期为 天
,

发芽温度范围为 ℃ 一 ℃
,

最适宜温度为 ℃
,

三七种子在 自然条件下的寿命

在云南文 山 已经根据三七 目标产量的不 同形成

了三七种子种苗生产区及商品三七生产区
,

其中三

七种子种苗生产区主要分布于海拔 一 的

温暖中山丘陵地 区
,

商品三七生产 区主要分布在海

拔为 一 的温凉山区或半山区 『’ 一 ’ ’。

通过

基地 区划后对三七产量和 品质 的提高产生 了积极

的作用
。

对种子
、

种苗分级栽种是提高三七产量 的有效

方法
。

三七种苗大小对三七 的生长和产量均有明显

影响
,

千株重 以上为一级
, 一 为二

级
, 一 摊 为三级

,

种苗越大
,

果实和块根产量

越高
。

试验结果表明
,

培育健壮种苗
,

并在移栽前按

大小分级是提高三七产量的基本措施
’ ’。

三七种子

按千粒重及成熟的批次分级播种
,

有利于出苗整齐

一致
,

方便 田间管理
。

种子播种的适宜密度为
。 ,

每 播种 万粒可取三七种苗约 万

株
,

一级种苗率在 左右 〔 。

三七种苗的种植规

格以 一 ,

即 种植密

度 一 万株之间为宜 〔川
。

三七对氮
、

磷
、

钾 三要素的吸收趋势

表现为
,

一年生和三年生三七对
、 、

吸

收比例约为
,

二年生为
。

三年生三七每

形成 干物质仅需纯
, , ,

。

三七是典型的喜钾植物
,

开花期

月 结果期 的需肥量 占全年的 以上
,

是三七

最重要的施肥时期‘ ’。

王朝梁对施肥量的研究表明
,

不同底肥量之间的三七种苗鲜产量有显著差异
,

但

次和 次追肥之间的三七种苗鲜产量差异不显著
,

三七施肥以每
,

施 为宜
,

次追肥 比较

合理‘川
。

此外
,

通过 次正交旋转回归设计试验
,

已

韶 〔肠 记 比、。

施以访。 访 诚
。 。 ,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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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建立了 年生三七施肥的数学模型 ’。

三七栽培研究在综合 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

形

成 了三七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

三 七遮 阳 网栽培技

术
、

三七种子包衣育苗技术等三项实用技术
。

三七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三七地膜覆盖在干旱
、

半干旱的三七生产区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
,

又分为全期覆盖和半期覆盖
,

其

中全期覆盖多用于移栽大 田三七
,

半期覆盖多用 于

种苗
。

地膜覆盖育苗可增产 一 ,

经济效益

显著 ‘ 。

大 田三七地膜覆盖栽培能增加土壤温湿

度
,

提高三七存苗和植株净光合率
,

增产
,

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和 明显 的经济效益
’。

在此基础上
,

崔秀明等还探索了有色地膜覆盖

的作用
,

认为以银灰色地膜覆盖产量最高
,

蓝色地

膜最低
,

不同有色薄膜覆盖 的三七 出苗率
、

存苗率
、

发病率
、

土壤温湿度等也有一定差异 〔 ’。

三七遮 阳 网栽培技术

三七 的透光率确定为 一 ‘ ’后
,

使工 业化

生产的遮 阳网应用成为可能
。

王朝梁等开展 了遮荫

材料的试验
,

指 出了尼龙网棚使用的可能性 【 “ ’。

崔

秀明
、

李忠义等系统比较了塑料遮阳网与传统荫棚

在田间小气候
、

出苗率
、

存苗率
、

产量等因素的差

异
,

总结了遮 阳网栽培 比传统栽培产量提高
、

存

苗率提高
、

出苗率提高 的特点
,

并且防

火
、

节省森林资源
,

推广潜力很大
。

同时也发现 了遮

阳网栽培出现的兜风
、

滴水等弊端
,

提出了压膜线

和人字线的技术措施‘
,

’”’。

三七遮阳网栽培技术 目

前已在应用
,

但仍然有新的问题出现
,

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和改进
。

三七种子 包衣育苗技术

三七生产上采用浸种和拌种两种方式
,

通常杀

菌不彻底且易造成二次侵染及产生药害等弊病
。

陈

中坚等通过室 内种子带菌检测
、

药剂消毒处理效果

研究
,

确定 种供试种衣剂配方
,

比较了不同种衣

剂及处理方法对三七 出苗率
、

存苗数
、

种苗规格
、

产

量及防治效果的影响
,

筛选 出了 号三七种衣剂

按照 药种 比于播种前 一 天包衣处理三七

种子
,

能够提高三七种子出苗率和种苗产量
。

并认

为中药材种子与农作物种子相 比在保藏条件
、

农艺

性状和包衣时间等多方面有较大差异
,

选择种衣剂

时应避免盲 目混用
,

建议开发专用型产品 〔川
。

四
、

三七的病害

三七的虫害不突出
,

开展的研究也较少
,

主要集

中在对病害的系列研究
。

世纪 年代以前
,

三七

的病害主要是炭疽病及 白粉病等
,

以后是三七根腐

病及黑斑病危害严重
,

近年来三七 圆斑病的危害也

逐渐严重
。

三七根腐病

罗文富等鉴定了三七根腐病的病原为假单胞杆

菌 属 细 菌
、

腐 皮 镰 抱
、

细链格抱 ‘

、
从

、

小杆线虫 哪。 即 共

种
,

提出了三七根腐病是多病原复合侵染的过程
,

并指出细菌在侵染中起 了主要作用‘犯 ’。

王朝梁及陈

星君等亦报道三七根腐病发生与环境条件
、

荫棚透

光率
、

种植制度
、

施肥
、

田间管理等因素的关系 ‘”

,

对三七根腐病的防治适宜采取综合防治
,

通过轮

作与深翻错沟 「’ ’、

培育壮苗‘川
、

精细 田间管理 【’吕’可

降低三七根腐病的发生
。

化学防治以 叶枯净

敌克松 细土 作毒土处理效

果较好【, 。

三七 黑斑病

王淑琴等报道了三七黑斑病的病原为
尸 招 ,

并对该病菌的越冬
、

传播
、

抱子萌发
、

药剂防治等做了 比较系统的研究‘ ”’。

王朝梁研究认

为三七黑斑病的侵染源主要来 自于病种子
、

种苗
、

病残体及土壤
,

其分生抱子可直接侵染三七 的块

根
、

叶片
、

叶腋等器官
,

形成中心病株再侵染
。

温度
、

降水与该病害发生关系十分密切
,

并提出防治措施
【 ‘ ,

, ’。

陈显君等通过病原分生抱子与温度
、

湿度
、

光

照
、

等因子的关系进一步完成了黑斑病抱子的萌

发研究 ‘ , ’,

并对发病规律进行调查
,

查明了三七黑

斑病发病期为 一 月
,

其间有 个高峰期
,

最高峰

为 月 「
,

〕。

三七 圆斑病

〔肠
。 群 蜘 如 。 司 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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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圆斑病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病害
,

相关研

究 尚少
。

陈克及刘云龙等均报道 了该病的病原为

明 ‘
,

, ,

王勇

等对 三七 圆斑病的发生与环境关系作 了调查
,

发现

该病发生与海拔关系密切
,

高海拔地 区发生严重
,

低海拔地区发病较轻 ’。

五
、

三七的育种研究

三七 的育种研究尚属起步阶段
。

崔秀明测定了

花粉生活力
,

发现三七花粉在常温下能保存 一

天
,

在 ℃冰箱中保存 天近 的花粉仍具有生

活力
,

经 天才全部死亡 「 」。

孙玉琴等观察发现
,

在 云南文 山 的气候条件下三七 开花 高峰期为早上
一 ,

其 开 花 数 为 一 天 开 花 总 数 的

其次为 一 ,

其开花数为一天开

花总数的 犯 犯 巧 一 开花最少
,

仅 占
。

正常天气下三七花药散粉的高峰期是
一 ,

散粉数 占全天
,

而阴雨天气花药散

粉会推迟 个小时
,

高峰期为 一 ,

散粉

数 占全天 的 〔 ” 。

上述研究为三七 的杂交育种

提供了依据
。

段承俐等采用 随机扩增多态性 方

法分析三七栽培群体的 变化
,

从 个 帅

的寡核昔酸引物中筛选 出 个条带清晰
、

重复性好

的特异性 引物对三七栽培群体 中的七个变异类型

进行了 扩增
,

共扩增 出了 条带
。

其中多态性

条带 条
,

变异类型之间的多态性差异达
,

同一类型不同个体间的多态性差异为
,

说明

三七栽培群体从遗传背景来看还是一个杂合群体
,

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

陈中坚等对绿茎
、

紫茎
、

绿块根
、

紫块根等三七

的性状差异进行了研究
,

认为该性状都是基因控制

的
,

并且控制茎杆颜色的基因与控制块根颜色的基

因不是同一基因
,

而且它们之间并非连锁
。

质量和

产量研究表明
,

绿茎三七 的产量优于紫茎三七
。

绿

块根三七 的折干率高于紫块根三七
,

而紫块根三七

的总皂昔含量 比绿块根三七高
,

淀粉含量

则是绿块根三七 比紫块根三七高
,

故紫块

根三 七积 累皂昔 的能力较强 而积 累淀粉 的能力较

弱
,

绿块根三七则反之
,

并提出了三七的品种选育

应以绿茎紫块根三七为对象较好‘川
。

在诸多农艺性

状 中
,

叶面积对单株根重 的贡献最大
,

叶宽对三七

产量有重要作用
,

其他因素通过对叶宽的影 响对单

株根重也具有较高的通径系数
。

在三七的育种中应

重视宽叶性状选择及充分考虑提高叶 面积的因素
,

可 能加强对双茎或多茎 三 七 的开发研究是一种较

好的途径【 ’。

六
、

三七 研究及质且评价

三七 研究及质量评价 主要集 中在高效液

相色谱 指纹图谱
,

干物质积累规律
,

有效成

分随产地
、

采收期
、

规格的变化规律
,

农药残留量及

重金属含量等方面
。

指纹 图谱

周 玉 新 等 最 早 采 用 一 分 析 柱
, 协 ,

乙睛 一 水二元梯度洗脱
,

检测波长 的条件开展 了三七 的 指纹图

谱研究
,

得到 个共有峰 「”’。

潘馨‘ ’、

高增平 ” ’等

也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三七 的 指纹图谱
,

并

分别得到共有峰 个和 个
。

崔秀明等采用流动

相 乙睛 一 、 ·

二

元梯度洗脱的条件 比较了三七
、

屏边三七
、

人参
、

西

洋参
、

温郁金和 白艾的 图谱
,

得到三七 的 个

明显 的共有峰
,

可方便鉴别混淆品 ‘’ ’。

王康书等选

用 甲醇 一 磷酸水溶液 为流动相进行三

七 叶的 指纹图谱研究
,

得到 个共有峰 ‘ ’,

张雯洁等研究 了三七须根
、

主根
、

芦头
、

叶的

指纹图谱 『“ ’,

王雁等成功选择咖啡因作为内标物
,

乙睛 一 磷酸梯度洗脱完成了不 同产地三七 的

图谱
,

并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计算相似度评价

三七质量 「, , , 。

干物质积 累

对不 同生长年 限的三七研究表明
,

在一个生长

周期内有两个生长高峰
, 一 月的营养生长高峰和

一 月的生殖生长高峰
。

三七 的干物质积累在整个

生长周期内均呈增长趋势
, 一 月为干物质积累最

〔肠而
。 ￡哪

。山 汤如 ““切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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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时期
,

月地下部干物质积累达最大值 〔 。

有效成分

三七有效成分的 研究主要完成了皂昔
、

多

糖
、

黄酮
、

氨基酸等与产地
、

采收期
、

规格的变化
。

皂普
。

三七 的一个生长周期内
,

总皂昔的积

累表现为由高到低再到高的过程
,

月皂昔含量最

高
, 一 月递减

, 一 月为高速增长
, 一 月增

加缓慢
‘ 〕。

不 同土壤类型对皂昔含量有差异
,

土壤

中微量元素对三七 的皂昔含量无直接影响
,

但有随

钾含量升高而升高的趋势 ’。

不 同产地的 日照时数

直接影响皂昔含量 ‘ ’,

不同规格三七的皂昔含量表

现为大规格三七皂昔含量高于小规格‘” 。

多糖
。

不同的采收季节
,

三七多糖类成分的

含量有明显差异
,

从 月到 月
,

三七多糖含量波

浪型规律性变化
,

一年中的 月
、

月和 月含量

高
,

月
、

月和 月含量低
。

不同规格的三七
,

多糖

含量有一定差异
,

最高的是 头
,

为
,

最低

的是 头
,

仅有
,

相差近 倍
。

不同产地三

七 的 多 糖 含 量 差 异 很 大
,

最 高 的 砚 山 者 腊 为
,

与最低的广西靖西 相差达 倍

之多“ 。

黄酮
。

总体上三七 的总黄酮含量 比较低
,

总

平均含量为
。

产地不同
,

三七 中的总黄酮含

量 有 显 著 差 异
,

最 高 的 为
,

最 低 的 为
。

不同的采收季节
,

总黄酮含量无明显随季

节变化 的规律性
,

其含量范 围在 之

间
。

不同规格三七 主根 的黄酮含量有显著差异
,

最高是无数头规格
,

最少的是 头规格
, 。

氨基酸
。

三七含有 种以上的氨基酸
,

其

中精氨酸
、

天 门冬氨酸
、

谷氨酸 的

含量最高
,

并且其排列次序在三七上具有特征性
。

不同产地三七的氨基酸含量有一定 的差异
,

但差异

不显著【“ 〕。

不同部位中
,

花蕾的氨基酸含量最高
,

侧

根与主根的含量差异不大 〔“ ’。

农药残留及重金属

王朝梁等开展了三七 中农残和重金属的系统研

究
,

检测 了不 同产地及交易市场 中三七 的六六六
、

、 、 、 、

的含量 ’,

初步查明了三七 中

农残及重金属 的残留情况
。

江滨等对云南省三七生

产地不同
、

生长年限不 同规格的三七及栽种三七 的

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分析测定
,

结果表明三七 中的

重金属主要来源 于附着三七表面 〔 ’。

曾江等进行了

三七 和土壤中农残的对 比研究
,

认为三七对六六六

有一定的富集作用 〔 。

在三七 研究 中还 开展 了基地环境质量评

价‘川及标准操作规程 研究 ”’。

七
、

标准体 系及 基地建设

标准是支撑 以 基地建设的重要基础
,

目前三

七 基地建设的标准依据是以 年版 《中国

药典 》为基础
,

执行云南省地方标准 一

《文山三七综合标准 》
,

该标准包括 个强制性标准

和 个推荐性标准
。

强制性标准包括 三七种子质

量标准
、

三七种苗质量标准
、

三七质量标准
、

三七花

质量标准
、

三七茎叶质量标准
、

生三七粉质量标准
、

三七切片质量标准
、

三七农药使用准则 推荐性标

准包括 三七育苗技术规范
、

三七栽培技术规范
、

三

七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

三七初制品加工

规程
、

三七茎叶加工规程
、

三七花加工规程
。

年

文山三七获我 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

并且原产地域

产品保护国家标准 一 《文山三七 》亦于

年 月 日正式实施
,

将作为三七 基地建

设执行的第一个专门针对三七的国家标准
。

不同药材的 基地建设随着该药材的栽培特

性
、

历史背景
、

人文因素和在当地产业中地位的不同

会有所差异
,

文山三七 的特点是基地以三七种植户

为中心及地方政府和科研部门的紧密型介入 ”“ ’,

目

前已经开展了 万亩的三七 基地建设
。

、

结 语

三七栽培及 研究 已经初步形成系统化
,

在

我 国中药材种植中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

随着国家对

药材实施 的深人
,

三七的栽培研究重点应取得

育种及病害防治上的突破
。

在 研究方面应逐步

实现通过环境条件
、

栽培措施
、

加工方法来保证三

七 内在品质的稳定和可控
。

〔乳 腼 石刀。

杨 咖 ““记 。 对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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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坚等 三七多搪成分的含量测定及其变化

中国药学杂志
, ,

一

崔秀明
,

董婷霞
,

黄文哲等 三七 中黄酮成分的含量测定 中草

药
, ,

陈中坚
,

孙玉琴
,

董婷霞等 不同产地三七的氨基酸含量比较 中

药材
, ,

李聪
,

张红
、

马衡等 三七中氨基酸的分析 氨基酸杂志
, ,

王朝梁
,

崔秀明
,

李忠义 三七农药残留分析 中药材
, ,

江滨
,

文旭 三七中重金属含量控制的初步研究 中国民族民间

医药杂志
, ,

曾江
,

陈中坚
,

孙玉琴等 三七 中六六六
、

农药残留量的研

究 中草药
, ,

增

崔秀明
,

王朝梁
,

陈中坚等 三七 栽培的环境质量评价 中

草药
, ,

王朝梁
,

崔秀 明
,

陈 中坚 云 南 三 七 栽培技术研究及 制

订 研究 与实践
, ,

陈中坚
,

孙玉琴
,

刘云芝 云南文 山 基地建设和方法探

讨 研究 与实践
, ,

︸一

责任编辑 左 向

中 国应加强尤血材的花开究和旧头护
争

莽

年 月召开的中国一东盟热带生物资源保护和

生物技术应用研讨会上
,

有关专家提出
,

近年来龙血树的砍

伐和破坏非常严重
,

应该着重加强龙血树的保护
、

研究和利

用
。

龙血树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别名不老松
,

是龙舌

兰科龙血树属植物
,

全世界共有 巧 种左右
,

分布于亚洲和

非洲的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

中国原产有 种
。

龙血树中的部

分品种如柬埔寨龙血树
、

岩棕
、

海南龙血树等是提炼名贵中

药 —血竭的原材料
,

对多种血液疾病均有较好疗效
。

中国使用血喝已有上千年历史
,

但过去一直依靠进

口
。

上世纪 年代
,

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和他的助手

们在云南省南部发现龙血树资源
,

从而结束了中国血竭长

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

目前
,

国内已有 余家制药厂生产血

喝
,

年产值 亿多元
。

“

我国对血竭的需求量很大
,

一旦发现成片龙血树就等

于给它宣判了
‘

死刑
’。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药学博

士杨崇仁说
,

近年来
,

由于大量采集和砍伐
,

云南龙血树已

经所剩无几
。

广西和海南的部分地区还保存了几片较原始

的万亩野生龙血树
,

对其进行妥善有效的保护非常重要
。

杨崇仁认为
,

中国中药材的 来自野外采集
,

全国很

多种类的野生药材已因过度采集而灭绝
。

加强对龙血树的

研究和保护迫在眉睫
。

研讨会上
,

杨崇仁介绍了剑叶龙血树的研究情况
。

中科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成了中国第

一个龙血树植物专类园
,

采用扦插办法进行繁殖
,

并开发出

促脂技术以及快繁方法
。

杨崇仁表示
“

尽管如此
,

大面积繁

殖和生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

文 摘

︸︸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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