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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卫矛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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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双歧卫矛(Euonymus distichus L~v1．)。 

2材料类别 幼嫩茎段 。 

3培养条件 启动培养基：(1)MS+6一BA 1．0 mg·L。 

(单位下同)+IBA 0．1+3％蔗糖。继代培养基：(2) 

MS+6-BA 2．0+IBA 0．1+3％蔗糖；(3)MS+6一BA 0．2+ 

NAA 0．2+3％蔗糖。壮苗培养基：(4)MS。生根 

培养基：(5)1／2MS+IBA 1．O+1．5％蔗糖。上述培 

养基均加 8％琼脂，pH 5．8—6．0。培养温度为 

(26±2)℃，光照强度为30,--40 lxmol·m-2．s～，光照 

时间 12 h．d～。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材料的获得 于4月中旬，取较嫩的带腋 

芽茎段，先在加有洗衣粉的洗涤液中浸泡 8 min， 

再用自来水冲洗2 h，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放入 

70％ 的酒精中消毒 15 S，用无菌水冲洗 5次，再 

以0．1％的升汞表面消毒 8 min，无菌水冲洗 5次， 

吸干材料表面水分后，将茎段剪成 1 cm左右带腋 

芽的茎段，接种到培养基(1)上。先暗培养 6 d 

后，转入光培养；20 d左右，芽开始萌动；再 

过 10 d后，可见芽萌发，嫩叶展开。 

4．2芽的分化与增殖 将诱导出芽的茎段切成带节 

的茎段，接种于培养基(2)上。10 d后腋芽萌动， 

并且基部有愈伤组织产生，再过20 d后腋芽形成 

抽芽，此时将上部的嫩枝剪下，继续在培养基(2) 

中进行继代，35 d左右继代一次，增殖系数为4 

倍左右，而被剪的腋芽处也能通过继代再次形成 

抽芽。由于愈伤组织在培养基(2)中不能分化出芽 

来，所以就需要将基部的愈伤组织切下后及时转 

到培养基(3)中进行继代培养，愈伤组织会在其表 

面逐渐形成芽点，继而分化出芽，将分化出的芽 

继续进行继代，30 d左右就可 以继代一次。 

4．3生根与移栽 将生长健壮的芽苗接种到培养基 

(5)上，如果继代后苗变得纤细，就将其接种到培 

养基(4)上进行壮苗，25 d后再转接到培养基(5) 

上。培养 15 d后，基部有根的出现。1个月后， 

幼苗基部有 3 条白色的根长出，生根率为70％。 

当根长到 3 cm左右时，将封口膜打开，在室温 

散射光下炼苗 3 d，然后取出小苗，洗净培养基， 

移栽到灭菌后的珍珠岩、蛭石、细沙(1：1：1)的基 

质中，适当遮阴、保湿，移栽成活率达到 75％。 

5意义与进展 双歧卫矛是卫矛科卫矛属落叶小灌 

木，为中国的特有野生种。其幼枝为鲜绿色，老 

枝灰褐色，枝形美观，其种子为红色 ，假种皮 

黄色。当秋季结果后 ，果实悬挂在枝头极为美 

观 。双歧卫矛是较好的观叶、观果植物，可用 

作盆景，或作绿篱等。在 民间常用其根 、茎、 

叶治膝关节痛 ，外用治漆疮等。 目前，双歧卫 

矛基本都处于一种野生状态，关于它的各方面的 

研究还不是很多，是一种有很好开发前景的野生 

植物。通常采用播种和扦插繁殖 ，繁殖系数较 

低，用组织培养方法可以在短期内得到大量试管 

苗。目前，同属其他种植物的组织培养已有报道 

(刘非燕等 1996；夏海武 2001；刘晓东和周鑫 

2003；李云等 2003；金万梅等 2005)，但双歧 

卫矛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报道迄今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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