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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两而针(Zanthoxylum nitidum)，又名 

入地金牛、上 ⋯虎、下IlI虎 、双面针、山椒 。 

2材料类别 顶芽、腋芽和带芽茎段。 

3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芽诱导培养基： 

(1)MS+6一BA 1．0 mg·L。(单位下同)+NAA 0 1；(2) 

MS+6一BA 1．0+mA 0．1；(3)MS+6-BA 0．4+NAA 0．2； 

(4)MS+6一BA 0．4+IBA 0．2。芽继代增殖培养基： 

(5)MS+6一BA 1．0+NAA 0．5：(6)MS+6-BA 2．0+NAA 

1．0；(7)MS+6．BA 0．6+NAA 0．5。生根培养基：(8) 

1／2MS+生根粉 1。~(ABT．)0．6+IBA 0．4；(9)1／2 

MS+ABTl 0．8+IBA 0．4；(10)I／2MS+ABT1 0．8+IBA 

0．6。培养基均加3％ 白砂糖、0．35％琼脂，pH 

5．8。培养温度为(26+1)℃，光照时间12 h．d～， 

光强约为 40 umo1．m-2．S～。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材料的获得 于晴天选取生长健壮、无病 

虫害的植株，剪取幼嫩枝条，剪除叶片，用自来 

水冲洗干净，剪成6 10 cm的茎段，在超净工作 

台上用75％酒精浸泡 5 min，再用0．1％升汞溶液 

火菌5 min，无菌水冲洗 3—4次，并浸泡在无菌 

水中备用。在无菌条件下切成 1．0—1．5 cm长的带 

芽茎段或茎尖，接种在培养基(1)一(4)上。10—15 

d后，茎段均能诱导出腋芽，诱导率分别为62．3％、 

58．4％、46．7％、41．7％。在培养基(1)和(2)上诱 

导的芽短，芽玻璃化严重：(3)上诱导的芽较长， 

芽黄绿、部分芽玻璃化；(4)上诱导的每个腋芽都 

能长出2个芽，芽黄绿，较长，基本无玻璃化 

苗。可见，培养基(4)为最佳，其次为(3)。 

4．2芽继代增殖培养 将约 1 cm长的腋芽分别接种 

到培养基(5)～(7)上继代培养。结果表明，在培养 

基(5)上的芽分化繁殖系数为 2．5，但芽未见长 

长，叶片绿；在(6)上的芽的分化系数为 1．8，芽 

未见长长，叶片黄绿；在(7)上的芽分化繁殖系 

数为3．6，叶片绿，芽伸长较好，长势强。可 

见，培养基(7)较适合继代繁殖。 

4．3生根的诱导 待幼芽长至约 2 cm，分别转接到 

培养基(8)一(10)上诱导生根。在培养基(8)上生根 

率为75％，平均生根数为2．8，根系粗壮，但根 

系木质化程度过高，易将苗顶出培养基，平均出 

根天数为 10 d：在(9)上生根率为 90％，平均出 

根数为4．2，根系粗壮，质量高，平均出根天数 

为 7 d；在(10)上生根率为65％，平均出根数为 

3．0，根系质量粗壮，但质量不高，平均出根天 

数为13 d。据上认为培养基(9)为最佳生根培养基。 

4．4试管苗移栽 将生根试管苗在自然光下炼苗约 

20 d，等苗高约 2 cm且木质化程度较高，即可 

移栽。移栽时，取出小苗，洗去培养基，移植 

于经0．1％高锰酸钾消毒过的大棚苗床上，浇透 

水，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成活率达 90％。 

5意义与进展 两面针为芸香科花椒属植物，是广 

西地道大宗主产的药材之一，药用部位为根，具 

有行气止痛、活血化瘀、祛风通络作用，主要 

用于跌打损伤，风湿痹痛，胃痛、牙痛，毒蛇 

咬伤。两面针药材来源一直都是依靠采集野生资 

源，近年来野生资源日益减少。本文结果可能有 

助于解决人工栽培的种苗问题。两面针的组织培 

养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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