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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五味子组织培养中愈伤 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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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 ) 

摘 要 以北五味子的嫩茎段、叶片、叶柄、果柄为外植体，以Ms和 B 附加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为基质， 
探讨了诱导北五味子愈伤组织较合适的外植体及培养基。结果表明：北五味子的嫩茎段是愈伤组织诱导的理想外 
植体，而培养基中以MS+6一BA1．0 IIq【g／L+NAAO．2 mg／L+2，4一D0．1 mg／L+IBAO．3 mg／L和B +6一BA1．0 mg／ 
L+NAAO．2 mr：／L+KTO．1 mr：／L的诱导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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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der stem segments，leave$，petioles and fruit stacks of Schisarutra chinensis(Turcz．)as explants were cu1． 

tured on various media(MS and B )with difierent kinds of hormones．Results showed that tender stem segments are good 
explants of callus induction，and the optimal media are MS+6一BA1．0 m L+NAAO．2 mg／L+2，4一D0．1 mg／L+ 

IBAO．3 mr-／L and B +6一BA1．0 mg／L+NAAO．2 mg／L+K，ID．1 m L． 

Key words Schisarutra chinensis(Turez．)B ai11；Callus；Explants 

北五味子(Schisarutra chinensis(Turcz．)Bail1)是五味子 

科五味子属的多年生落叶木质藤本，是长白山区具有重要经 

济价值的药用植物 。北五味子的茎皮可作调料、香料，果 

汁可作饮料、果酒等。目前，北五味子被广泛用于制药、造酒、 

饮料生产业中 J。北五味子在野生条件下，主要靠营养繁 

殖，由母株地下横走茎形成不定芽，次年长成新的植株，繁殖 

速度很慢 。目前由于多年来人为因素的破坏，野生资源大 

幅度减少，依靠野生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中药材市场、制药和 

加工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北五味子的人工繁殖主要是以 

种子进行有性繁殖，在繁殖过程中优良性状无法控制，有些甚 

至丢失。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可培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北五味 

子新品种。陈雅君 J、周鑫 通过以带腋芽的嫩茎为外植 

体，诱导腋芽分化，并进一步形成完整植株，而该研究中没有 

提到愈伤组织的诱导问题。文中以北五味子的嫩茎段、叶片、 

叶柄、果柄为外植体，在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上诱导愈伤组 

织的产生，为今后用愈伤组织分化茎叶体，进一步生根培养并 

形成完整植株做准备。 

1 材料与方法 

于5__6月份，选取林区自然生长的健壮的北五味子的嫩 

茎段、叶片、叶柄、果柄作为外植体。将各种外植体经流水冲 

洗4—5h，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7O％酒精浸泡30 s，再用0．2％升 

汞溶液消毒8—10 rain，取出后用无菌水漂洗4—6次，然后用 

无菌滤纸将外植体表面的水吸干，将材料切成 1 em长的小 

段，叶柄上要带有一小部分叶片，果柄上要带有果原基，然后 

分别接种于不同激素浓度配比的诱导培养基上。培养温度 

(25±2)℃ ，光照 12 h·d～，光照强度 1 500—2 000 Ix。 

以MS、B5为基本培养基 ，添加不同种类和不同质量浓 

度的激素(MS中蔗糖为3％，B 培养基中蔗糖为2％，琼脂为 

0．64％)，pH值5．8，培养基配比如下(激素单位均为mg／L)： 

1)吉林省科技厅资助项 目(2004090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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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S+6一BA1．O+NAAO．2： 

(2)MS+6一BA1．O+N从 O．2+2，4一DO．1； 

(3)MS+6一BA1．O+NAAO．2+2，4一DO．1+IBAO．1： 

(4)MS+6一BA1．O+NAAO．2+2，4一DO．1+IBAO．3： 

(5)MS+6一BA1．O+NAAO．2+2，4一DO．1+IBAO．5： 

(6)B +6一BA1．O+NAAO．1+KTO．1： 

(7)B +6一BA1．O+NAAO．2+K，ID．1： 

(8)B +6一BA1．O+NAAO．3+K，ID．1： 

(9)B +6一BA1．O+N从 O．4+K，ID．1： 

(10)B +6一BA1．O+N从 O．5+K，ID．1 

2 结果与分析 

2．1 MS培养基上各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将北五味子嫩茎段和叶片接种到MS诱导培养基上进行 

培养，一周后4号培养基中嫩茎段和叶片的切口处有愈伤组 

织出现，呈黄绿色，生长良好，诱导率最高达 70％。而其它培 

养基在20d以后才开始陆续诱导出愈伤组织，1号培养基的 

诱导时间最长，达30 d。不同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影 

响很大(表 1)，不添加2，4一D的1号培养基虽然也能诱导出 

愈伤组织，但诱导时间较长，且诱导率很低；而添加了2，4一D 

的培养基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较好。这是因为，2，4一D是诱 

导愈伤组织活力最高的激素，它的添加刺激了愈伤组织的形 

成。添加IBA的培养基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有提高的趋势，而 

且适当的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比例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 

导。无论在哪个培养基上嫩茎段的诱导效果要好于叶片。 

将叶柄和果柄接种到MS培养基上，在不添加2，4一D的 

1号培养基上，叶柄和果柄的诱导效果均较差(表 1)。在细 

胞分裂素和生长素比例适中的4号培养基上，诱导效果相对 

较好，且果柄的诱导效果要好于叶柄。 

2．2 B 培养基上各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将北五味子嫩茎段、叶片作为外植体接种到 诱导培养 

基上进行培养(表2)，两周左右，各处理外植体的切口处均有 

愈伤组织出现，7号培养基上嫩茎段的愈伤组织诱导率高达 

75％，且愈伤组织生长良好。随着生长素 NAA浓度的升高， 

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有先升后降的趋势，同样证明了细胞分裂 

素与生长素的比例影响愈伤组织的诱导。叶片的愈伤组织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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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效果在9号培养基上较好。愈伤组织在 B 培养基上继续 培养也能形成胚状体，且可培养较长时间不死亡。 

表 1 MS培养基上各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将叶柄、果柄接种到不同激素配比的 培养基上(表 

2)，7号培养基上各外植体的诱导效果均较好，果柄的愈伤 

组织诱导率较高，达 66．7％，叶柄的诱导率为 60．7％；而叶 

柄、果柄在其它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均不如7号。 

3 结论与讨论 

无论在哪种培养基上，嫩茎段的诱导效果都最好，愈伤组 

织诱导率最高可达75％，果柄次之，叶柄再次之，而叶片的效 

果最差。因此，可以选取嫩茎段来进行北五味子的组织培养。 

各外植体在Ms+6一BA1．0mg／L+NAA0．2mg／L+2，4— 

130．1 mg／L+IBA0．3 mg／L和 B5+6一BA1．0 mg／L+NAAO．2 

mg／L+KID．1 mg／L培养基上的诱导效果均较好；在某些 

培养基(6号、7号和8号)上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要好于在 

MS培养基上的诱导效果。除了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种类和 

比例的原因以外，还可能是由于 培养基中有机物的含量较 

高，有利于北五味子愈伤组织的诱导，在今后的试验中有待进 
一 步加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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