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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以 蒙古黄芪 Ast r agal us membr anaceus(Fisch1 ) Bge1var1monghol i cus(Bge1 ) Hsiao 无菌芽 的下胚轴为 外植体 ,

分别接 种在不同激素组合的 MS培养基中 。结果表明最适合黄 芪愈伤组织诱导的激 素组合为 MS+ 2 , 4 - D210 (mg·L - 1 )

+ 6 - BA015 (mg·L - 1 ) 和 MS+ NAA310(mg·L - 1) +6 - BA015 (mg·L - 1 ) , 诱 导率均 达到 100% , 综合 考虑愈 伤组织 质

地以及后期试验目的 , 最终确定增殖培养基为 MS+ NAA310 (mg·L - 1 ) + 6 - BA015 (mg·L - 1) 。黄芪愈 伤组织 生长曲 线

呈现 S型 , 在第 9 天进入快速增长期 , 最佳继代时间在 24d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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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黄 芪 A st ragal us membranaceus ( Fi sch1 )

Bge1var1 monghol icus(Bge1 ) Hsiao 为豆科多年生本

草植物 , 具有补气固表 , 利尿托毒 , 排脓 , 敛疮生

肌功能 。其主要活性成分有三萜皂苷 、黄酮以及多

糖类[ 1 ] 。目前市场上的黄芪都由人工栽培得到 , 这

样不但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 , 而且由于栽培土质的

不同以及农药的使用 , 使 得黄芪药材质量得不到保

证 。因此人们利用组织培 养技术进行黄芪植株再生

和器官培养 , 或利用细胞悬浮培养技术 , 更加方便 、

快捷、大量地得到黄芪有效成分 。无论采用何种组

织培养途径 , 都得先诱导黄芪愈伤组织 。本文以黄

芪无菌芽为外植体 , 对黄 芪愈伤组织的不同诱导方

法进行了比较 , 并绘制其愈伤组织的生长曲线 。

1 　材料

挑取饱 满的 黄芪 种子 , 用 98 %的 浓硫 酸 处理

40min , 自来水冲洗 5h , 去离子 水浸泡过夜 。75 %

乙醇消毒 30s, 无菌水冲洗 4～5 次 , 每次 2～3min ,

接种 在 MS 培养 基 上 , ( 25 ±1) ℃暗 培 养 得到 无

菌芽[ 2 ] 。

2 　方法

21 1 不同激素组合对黄芪愈伤组织的影响

分别对 2 , 4 - D、NAA 、6 - BA 、KT 的不同

激素浓度进行配比 [3 ,4 ] , 如表 1。观察对愈伤组织诱

导的影响 , 培养 条 件为 018 %的 琼脂 , 310 %的蔗

糖 , pH 为 51 8 , 暗培养 , 温度为 (25±1) ℃。

表 1 　黄 芪愈 伤组织诱导不同激素组合及其配比

/ mg·L - 1

序号 2 , 42D NAA 62BA KT

1 110 015
2 210 015
3 210 110
4 110 012
5 115 012
6 210 012
7 210 015
8 210 110
9 310 015
10 210 012

212 黄芪愈伤组织生长曲线的测定

以黄芪无菌芽的下胚轴为外植体 , 接种在 MS+

NAA310 (mg·L - 1 ) + 6 - BA015 (mg·L - 1 ) 培养基

上 , 分别选 取培养 0 , 3 , 6 , 9 , 12 , 15 , 18 , 21 ,

24 , 27 , 30 , 33d 的愈伤组织 , 测其鲜重 , 每次取 2

盘 , 每盘 5 个外 植体 , 取其平均值。相同的外植体
在 105 ℃下灭活 30mi n , 60 ℃下干燥至恒重 , 测其干

重 , 以生长天数为横坐标 , 以愈伤组织鲜重和干重

为纵坐标做黄芪愈伤组织的生长曲线 [5 ] 。

213 计算公式

愈伤组织诱导率 = 愈伤化外植体个数/ 接种的外

植体个数 ×100%

3　结果
311 不同植物激素对黄芪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把黄芪无菌芽下胚轴切成 015cm的外植体 ,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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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在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 , 每种激素接种 5盘 ,

每盘接种6 个外植体 , 愈伤组织诱导率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培养基激素组合和配比的愈伤组织诱导率

序号 植物生长调节剂/ mg·L - 1 接种块数 愈伤组织数 诱导率/ %

1
2 , 42D110 +

62BA015
30 16 53133

2
2 , 42D115 +

62BA015
30 26 86167

3
2 , 42D210 +

62BA015
30 30 100 　

4 2 , 42D110 + KT012 30 20 66167
5 2 , 42D115 + KT012 30 19 63133
6 2 , 42D210 + KT012 30 17 56167
7

　 NAA210 +

62BA015
30 19 63133

8
　 NAA210 +

62BA110
30 25 83133

9
　 NAA310 +

62BA015
30 30 100 　

10 　NAA210 + KT012 30 15 50100

由表 2可知 , 2 , 42D 与 KT 组合 , 无论比例多
大诱导率均不是很高 , 且 从诱导愈伤组织诱导过程

来看 , 这个组合诱导的愈伤组织易褐化 ; 2 , 42D 与

62BA 组合 , 当生 长素/ 分裂素比例 越高 , 愈伤组织
的诱导率就越高 , 且愈伤组织发生时间短 , 愈伤组

织颜色较深 , 但是当 2 , 42D 的浓度达到 210mg·L - 1

时 , 诱导愈伤组织质地较疏松 ; N AA 与 62BA 组合
愈伤组 织发生较 慢 , 但它 不容易褐 化 , 随着 NAA

浓度的增加愈伤组织由黄褐色变成黄白色 , 质地由

较坚实变成疏松 ; NAA 与 KT 组合的诱导率低于其
他组合 。所以最适合黄芪 愈伤组织诱导的激素组合

为 MS+ 2 , 42D21 0(mg·L - 1) + 62BA015 (mg·L - 1)

和 MS+ NAA31 0(mg·L - 1) + 62BA01 5 (mg·L - 1 ) 。
31 2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选择

MS + 2 , 42D210 ( mg·L - 1 ) + 62BA01 5 (mg·

L - 1) 和 MS+ NAA31 0 (mg·L - 1 ) + 62BA01 5 (mg·

L - 1) 对 黄 芪无 菌 芽 下 胚轴 外 植 体 的 诱 导率 均 为
100% , 但 2 , 42D 不利于下一步器官分化试验 , 所

以选择 NAA (31 0mg/ L ) + 62BA01 5 (mg/ L )作为增
殖培养基。

31 3 黄芪愈伤组织生长曲线

培养不同天数的黄芪 愈伤组织鲜重和干重数据
见表 3 , 生长曲线见图 1。

图 1　黄芪愈伤组织生长曲线

从黄芪愈伤组织生长曲线图可见 , 黄芪组织从

接种第 6 天开始较快增长 , 从干重和鲜中增加的百

分比可以看出这个增长很有可能是外植体从培养基
中吸水的原因 , 从第 9天到第 24 天进入快速增长时

期 , 从第 27 天开始进入稳定期 。因此可知 , 黄芪愈

伤组织在第 24 天左右继代较为合适 。

表 3　不同培养时间黄芪愈伤组织干重和鲜重

培养时间/ d 组织干重/ mg 组织鲜重/ mg

0 1411 1101
3 2013 1161
6 3516 2147
9 6013 3187
12 8210 5190
15 11017 9103
18 12510 1211
21 13713 1719
24 14715 2017
27 15510 2413
30 15818 2415
33 15815 2414

4　讨论

411 黄芪种子的处理方法

曾经对黄芪种子不用浓硫酸处理以及用浓硫酸

处理 30min 和 40mi n 3 种方法进行比较 , 结果浓硫

酸处理 40mi n的发芽率高 。

412 琼脂浓度的选择

在 MS 培养基 中分别 添加 11 0 %和 018 %的 琼

脂 , 观察其对培养基的 影响 。结果发 现添加 110 %

琼脂的培养基质地比较坚硬 , 不利于营养物质的吸

收 , 所以最终确定选择添加 01 8%的琼脂 。

413 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的光照

在黄芪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进行 过光照 , 结果

愈伤组织全部褐化 , 说明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不能

进行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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