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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微体快繁与脱毒技术的研究 

段祖安 ，刘红菲 ，韩传明 
(1．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泰安 271000；2．临沂市园林处；3．山东省林科院) 

摘要：对桔梗微体组培快繁的无菌体系的建立，继代培养，生根培养到移栽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研究，结果表明，在初代 

培养中，Ms+ 8+N ．02+30g糖，桔梗的萌芽率比较高；在继代培养过程中，继代培养基为Ms+B 5+N蛾 01+40g糖， 

生根培养基 I／2MS+I 。+30g糖；练苗移栽时，栽培基质为蛭石：珍珠岩：草炭土(1：1：1)成活率较高。移栽练苗时，首先进 

行室外适应性锻练，然后移植于栽培基质 中，待长出新根后 ，移栽大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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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Platycodon grandiflorum)属桔梗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有白色乳汁。根圆锥形，茎直立，基部叶轮生或对生。根 

含有多种皂苷，具有镇咳与祛痰之功效。一般常用种子繁殖 

或埋根繁殖，但是种子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品质退化、变异等 

现象，且当年生苗长势弱，无法形成较高的产量，在长期的埋 

根的营养繁殖过程中，会受到病毒感染，产量下降。为解决 

上述问题，我们在2002～21304年间，对桔梗组培快繁及脱毒 

技术进行探讨，并在组培苗移栽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蔗糖在试管分化增值阶段为 30g／L，生根阶段为 30 L，温度 

(24℃ ～26℃)，光照强度 3000Lx，光照时间 l2小时。 

待试管苗长出2～3条以上健壮根时，进行移栽前的封 

闭瓶口和开启瓶口练苗，然后移栽。移植棚设在本校的苗圃 

温室内，把遮阳网搭在温室的上面，太 阳的漫射光提供光照， 

温度在20℃～30℃．移栽基质为蛭石：珍珠岩：草炭土(1：1： 

1)保持温室内的空气湿度，待小苗长出新根后，逐步增加棚 

内的光照，提高小苗的适应能力。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1．1 材料 

试验在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进行，材料来自于安徽省亳 

州，2OO2年从安徽引进。首先将桔梗放人温室中埋根催芽， 

待苗生长到20—30era时，去掉顶芽，促生侧芽，取芽容易，便 

于采取更多的外植体，建立较多的无菌体系。 

1．2 方法 

取盆栽的当年生幼苗上的茎段，用 1％的洗衣粉溶液轻 

轻洗刷后，自来水冲洗干净。于接种台上置于无菌瓶中， 

75％的酒精消毒30s，无菌水冲洗2次，再用 0．1％的氯化汞 

消毒2min，无菌水冲洗3次，置于接种台上以备接种。将消 

毒后的材料减去两端，接人启动培养基 Ms+6一BÄ  + 

IB +2Fe上。l0天后芽体开始萌动 ，30—40天后 ，芽体 

长到 1～2cm左右，有 3—4片叶，减去上部茎尖 ，接种到分化 

培养基上进行增值培养，获得一定数量的不定芽后，选粗壮 

小苗接人生根培养基中，其余仍旧进行分化培养。 

在分化 良好的培养基上，继续培养分化苗，直到所需的 

脱毒数量的苗的瓶数为止。将分化的瓶苗放人光照培养箱 

中，逐步提高培养箱中的温度，然后切去 0．5～0．7mm的茎 

尖，放人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桔梗分化苗，提取桔梗分化苗， 

确定桔梗中是否具有病毒的存在。 

本试验所用培养基为 MS培养基，列入筛选范围的外源 

激素因子有 BA、Kt、NAA、IAA、IBA。琼脂 7．5g／L，pn值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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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定芽最佳分化培养基附加激素种类及浓度 

首先，将生长素定为 NAA0．1，对细胞分裂素的种类和浓 

度进行筛选．将 BA和 Kt的浓度均定位 0．2、0．4、0．8、1．0等 

四个水平，试验按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观察发现，转接 l0一l5 

天，小苗及开始生长，基部膨大，30～40天后形成丛生不定 

芽。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知，细胞分裂素 BA和 Kl差 

异显著，队 对试管苗的分化有较大作用，以浓度0．5mg／L效 

果最好，试管苗分化系数8．5。 

随后将 BA的浓度固定为2，依照同样的办法，对最佳生 

长素与浓度进行筛选。所用生长素有 NAA、IBA、IAA，浓度为 

0．01、0．1、0．2、0．4等四个水平。结果表明，以NAA0．01为最 

好，分化系数为8．0。利用正交试验设计对最佳激素配比进 

行筛选。BA和 NAA的浓度分别设 0．1、0．3、0．5、0．8和 0．0l、 

0．06、0．09、0．14等四个水平。30天后调查试管苗的增值系 

数。对试验结果进行 极差分析得 知，激素间最佳配 比为 

BA0．5+NAAO0．01，其分化系数可达 9．0 

2．2 分化苗的脱毒程序及其鉴定 

将分化好的无菌桔梗小苗，放人光照培养箱中，起初培 

养箱内设置的温度为 25℃，以后每隔 l0天增加 1℃，温度增 

加到 30't2后，每隔 l0天增加0．5't2，增加到 35't2后，每隔 l5 

天增加0．2't2，直到温度 50℃，桔梗小苗全部萎蔫，这时的温 

度为桔梗小苗的极限温度。在靠近这个极限温度的49．6't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山东林业科技 2005年第 6期 总 161期 SHANDONG FORKSq'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No．6 

文章编号：1002—2724(2005)06—0019—02 

利用白蛾周氏啮小峰 防治 杨树食叶害虫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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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是莱西市主要造林树种，杨树丰产林、通道林带、农 

田防护林等总面积达 1．3万余 hm2。随着杨树面积的增加， 

食叶害虫的危害日益严重，利用化学农药防治 ，虽能控制一 

时，但杀伤天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导致害虫更加猖 

獗。2001年开始利用白蛾周氏啮小峰对我市杨树主要食叶 

害虫杨扇舟蛾、杨雪毒蛾等进行了防治试验，有效地控制了 

其危害，并摸找出最佳放蜂时间、蜂虫比例。现将防治试验 

情况报告如下。 

1．2 通道杨树林带 

烟青 一 级 路 姜 山 镇 路 段，8年 生 杨 树 林 带，面 积 

26．7hm2，主要害虫为杨雪毒蛾，虫株率 100％，虫口密度 178 

头／株。还有杨扇舟蛾、刺蛾类等鳞翅目害虫。 

1．3 农田防护林 

周格庄镇农田林网，主要树种为杨树，树龄 3—7年生 ， 

面积333．3hm2，杨扇舟蛾虫株率在80％以上，虫口密度89头 

／株。 

1 防治示范区概况 2 材料与方法 

放蜂防治示范区设在孙受镇、武备镇、姜山镇，选择三种 

不同林型、不同树龄分别进行放蜂防治试验。 

1．1 杨树丰产林 

孙受镇张格庄村3年生杨树丰产林，面积66．7hm2，主要 

害虫为杨扇舟蛾，虫株率 76％，虫口密度 15头，株。还有杨 

雪毒蛾、刺蛾类等鳞翅目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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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 

烟台市林业局生产的白蛾周氏啮小峰 1000万只。周氏 

啮小蜂是中国林科院杨忠歧先生 1998年在烟台从美国白蛾 

蛹中发现的一种新天敌，寄生率高，寄主范围广，对幼虫、蛹 

均可寄主。室内人工饲养繁殖容易，在柞蚕蛹中的出蜂量为 

5000头／蛹左右。 

49．8~C的范围内，按照以上操作步聚，进行逐步提高温度 

的方法进行高温脱毒，培养一个月后，至于无菌操作工作台 

上，在 100的双目解剖镜下，切去0．6～0．8mm长的茎尖，放 

入分化培养基中进行培养。这样高温与茎尖相结合的办法， 

有利于桔梗小苗的快速去掉本身所带的病毒，使脱毒简便易 

行。鉴定采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法：将脱毒的桔梗苗切片，放 

入电镜(4O×)下观察，并没有发现病毒粒子的存在，说明采 

用以上方法已经除去桔梗的病毒。 

2．3 最佳生根培养基附加激素种类及浓度 

试验所用小苗来自同一分化培养基上，苗高均在1．Oem以 

上，并具有3～4片叶。根据分化增值阶段试管苗的生长表现， 

将生根阶段激素种类及浓度定为 BAO、0．2、0．5,0．9，NAAO．O1、0． 

1、0．3、0．4、1AAO．1、0．2、0．3、0．加活性炭，其它条件同上。 

调查生根率(生根苗数／接种数 ×100％)、生根系数(生根 

总数／生根苗数)及生根度(生根系数×根均长×生根率)。 

试验按 (4 )正交设计安排。经对生根度的统计分析 

得知，试管苗最佳生根激素配比 1／2MS+L&AO．1+30g，生根 

率达到95％，且发根早，根生长较快。各处理发根数量变化 

不大，多在 1—2之问。 

2．4 试管苗移栽试验 

挑选苗高3cm以上、叶4片以上、根2—3条以上健壮试 

管苗，放温室移植棚进行7天以上的封闭瓶口的适应性练苗 

和开瓶口练苗，随后进行移栽，移栽基质为蛭石：沙(1：1)的 

混合物，成活率达到95％。桔梗为阳性植物，要求光的透过 

率是 60％ 70％，光照强度 2000—3000Lx左右，棚内湿度 

80％ 9O％之间。经过 20—25天后，小苗长出新根，再逐步 

揭去遮阳网 ，增加光照，让小苗尽快适应外部环境，制造营养 

物质，利于进行大田移栽。 

3 结论 

桔梗的组织培养，最佳启动培养基为 MS+6一BA1．5+ 

IBAO．1+2Fe+30g糖；最佳分化培养基为 Ms+BAO0．5+ 

NAAO．O1+30g糖，其增值系数为9．0；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 

2MS+IAAO．1+30g糖，生根率达到 95％；试管苗移栽前进行 

适应性锻炼，可提高移栽成活率，成活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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