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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植物名称 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 

Linn．)。 

2材料类别 带腋芽的茎段。 

3培养条件 (1)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MS+2，4．D 

0．5 mg．L0(单位下同)；(2)芽分化培养基：MS+6． 

BA 1．0；(3)生根培养基：MS。培养基附加 3％ 

蔗糖、0．7％琼脂，pn 5．8-6．0。培养温度25~27℃， 

光照时间 12 h．d～，光强40 pmo1．m-2．s 左右。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愈伤组织的诱导 切取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幼嫩 

茎段，先在流水下冲洗 30 min，然后在超净工作 

台上用75％的酒精消毒30 S，0．1％的升汞表面消 

毒 10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次，用刀切成带 

有 l一2个侧芽的茎段，接种于培养基(1)上。放置 

于暗培养箱中培养，10 d后出现淡黄色的愈伤组 

织，将愈伤组织转入培养基(2)中，可诱导丛生芽。 

4．2芽诱导与增殖 接种在培养基(2)上的带腋芽茎 

段，6 d后腋芽启动，10 d左右长出小芽，14 d后 

芽己长至 2 cm。30 d后新芽长至 4—5 cm。将上 

述芽苗从原茎段上切下成带腋芽的茎段，转接到 

新鲜配制的芽繁殖培养基(2)上，促使幼茎长出更 

多的芽苗。多次继代后，不仅芽苗生长随继代数 

的增加而增快，增殖率也会逐渐增加。在外植体 

继代培养中我们观察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芽增 

殖受细胞分裂素的调节控制。 

4．3诱导生根及移栽 将上述芽苗从原茎段上切下 

成带腋芽的茎段，转接到新鲜配制的生根培养基 

(3)上，促使幼茎长出新根，约4至5 d可长出不 

定根。2O d后生根率达 90％。待根长至 2—3 cm 

时，将试管苗瓶盖打开，室温下(25—30℃)炼苗 

3 d后，洗去根部琼脂，移栽至盛泥碳土的花盆 

中，每周喷 1／2MS营养液，保持 75％ 以上的相 

对湿度，成活率可达 80％ 以上。 

5意义与进展 加拿大一枝黄花为菊科一枝黄花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北美，20世纪 30年代 

作为观赏花卉引种于我国的上海、南京和苏州等 

地，20世纪 8O年代迅速扩散蔓延成恶性杂草，对 

当地的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均 

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加拿大一枝黄花可做观赏切 

花 、蜜源、饲料、化工及医用，可用于部分天 

然色素的生产，也可以用于提炼精油(印丽萍等 

2004)。加拿大一枝黄花倍半萜具有类似于抗生 

素、性诱剂 、外激素等化学制剂的作用，近年 

来引起关注。Schmidt等(1999)报道加拿大一枝黄 

花倍半萜——吉马烯(germacrene D)对映体的合成 

机制，Prosser等(2002)报道吉马烯A合酶的cDNA 

的克隆和表达。本试验建立的组培快繁体系，为 

加拿大一枝黄花化感作用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培养 

体系。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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