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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葛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体系优化研究 

黄宁珍，唐凤鸾，何金祥，付传明，何成新，郭伦发，王新桂 
(广西壮族 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目的：研究泰国葛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方法：以嫩枝为外植体，通过调整基本培养基、生长 

调节剂种类和配比、以及向培养基中添加特殊化合物，以期选择出适合的诱导、继代增殖和生根培养基配方。结 

果：Ms+IBA 0．05 mg·L +BA 0．5 mg·LI1利于诱导出芽，可用于初代培养；Ms+IBA 0．02 mg·L +BA 0．2 

mg·L 和Ms+BA 0．1 mg·L 可用于增殖和继代培养，25 d繁殖系数3．0；1／2 Ms+IBA 0．1 mg·L。。+LAA 0．2 

mg·L +C(特殊化合物)10 mg·L 适于诱导生根获得再生植株，生根率76．9％。生根苗春、夏季移栽，成活率 

81．0％。结论：本方法可用于泰国葛种苗的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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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葛Pueraria mirifica产于泰国，属豆科葛属 

植物，生长在泰国北部的原始森林中，为泰国的珍稀 

保护植物，其根块生长在地下2 ffl深处，含有丰富的 

i生荷尔蒙诱导素和春量素醇诱导素，可促进人体 

自然分泌丰乳所必需的女性荷尔蒙及春量素醇。研 

究发现，在泰国野葛的块根中含有多种高活性的异 

黄酮，其活性比一般黄豆类制品中的异黄酮高100 

多倍，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活性最高的异黄酮类化 

合物_1 J，其具有调节动物体内促性腺激素水平 j， 

促进成年动物性器官再生和提高生育能力 J，延缓 

衰老_4 和防骨质疏松 等症。目前为止，泰国葛的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研究未见报道。 

1 材料 

从泰国引进泰国葛种子，本所研究员李光照鉴 

定。栽种于桂林植物园中，从植株上剪下新稍为外 

植体。 

2 方法 

2．1 外植体的选择和消毒 

选择泰国葛嫩枝，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在无菌 

工作台上摘除叶及叶鞘，剪成3～5 cm、长节段，用 

75％的乙醇处理 30～50 S；再用 0．1％的HgC1，浸泡 

3，5，7 min，或 10％的 NaCIO浸泡 1O，20 min，或 

20％的NaCIO浸泡 10 min；无菌水浸洗5次，吸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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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干表面水分，剪除两端切口，接种于备好的诱导培 

养基中。 

2．2 培养基的制备 

以 MS，N68，B5，ER，N6，1／2 MS，1／2 N68为基本 

培养基，根据不同阶段的培养目的和要求，添加不同 

种类和质量浓度的植物激素类物质及特殊化合物， 

包括6-BA(6一benzyl—aminopurine)，2-ip[N6一(delta 2一 

isopenteny1)一adenine]，NAA (naphthalene acetic 

acid)，IBA(indol-3一butyric acid)，BR(2，4一epibrassin- 

olide)，2，4一D(2，4一dichlorophenoxya—ceticacid)及特 

殊化合物A，B，c等，并附加3．0％蔗糖、0．6％的琼 

脂，pH 5．8。分装后，于温度 121 oC、压力为 10 Pa 

的条件下灭菌 25 min。 

2．3 培养条件 

材料接种后，在平均光密度为40 mo1．Ill～ · 

S 的光照下培养；光照时间 12 h·d～；温度(28 4- 

3)℃。 

2．4 离体培养过程 

主要包括3个过程：①初代培养，将经表面消毒 

的外植体接人诱导出芽的培养基上，一般约20—30 

d的培养，形成绿色新芽或胚状体；②继代培养，将 

新形成的小芽或胚状体接人继代增殖培养基中，经 

25 d左右的培养，形成丛生芽，将丛生芽分割并剪 

成 1 C／1"1长的带节小段，接入继代增殖培养基中培 

养，每瓶接种外植体3～5个，继代的次数和量根据 

需要而定；③生根培养，当继代增殖的芽苗长到 3 

cln高、具2～4片真叶时，将芽苗从基部剪下，整枝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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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人生根培养基中，每瓶接种3～5株，培养25 d左 

右，小苗根系长成。 

2．5 生根苗移栽 

将长好根的试管小苗在4～1O月间于室温下炼 

苗 1～2 d，洗净根际培养基，以灼烧过的草皮土为移 

栽基质，移栽后在 70％荫蔽度的大棚中培养，注意 

保持湿度。 

3 结果 

3．1 外植体采集及消毒 

泰国葛属热带植物，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抽 

梢快 ，营养生长旺盛，因此每年的4～1O月均可采 

样。由于枝条剪下后有白色浆液从伤 口泌出，影 

响材料的消毒效果，加上泰国葛对 HgC1 及 NaC10 

等消毒剂比较敏感，消毒过程中死亡率比较高。 

综合处理时间、杀菌效果及材料的死亡率等因素， 

适合消毒方法为0．1％ HgC1 处理3 min，消毒成功 

率为3．3％。 

3．2 初代培养中外源激素对初代芽形成的影响 

在初代培养中，以MS为基本培养基，按 10：1 

的比例添加植物细胞分裂素(BA：0．2，0．5，1．0 mg 
· L )和生长素 (IBA：0．02，0．05，0．1 mg·L )， 

根据不同的质量浓度水平共设置 3种不同的培养 

基。结果表明，低质量浓度的外源激素(BA 0．2 mg 
· L～，IBA 0．02 mg·L )，培养材料出芽率低，生 

长速度慢；中等质量浓度的外源激素(BA 0．5 mg· 

L一，IBA 0．05 mg·L )，材料出芽率稍高，并形成 

少量胚状体，培养后期材料轻微玻璃化；高质量浓度 

(BA 1．0 mg·L。。，IBA 0．1 mg·L )的外源激素， 

材料形成胚状体的频率稍高，但培养后期材料玻璃 

化比较严重。通过综合比较，培养基 MS+BA 0．5 

mg·L +IBA 0．05 mg·L 适用于泰国葛的初代 

培养，一般培养3周左右，可将新形成的小芽或胚状 

体接入继代增殖培养基中。 

3．3 继代培养 

3．3．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泰国葛继代增殖的影响 

在继代培养中，培养基中的激素质量浓度不变 

(BA 0．1 mg‘L )，调整基本培养基成分，结果表 

明，在所试 的 7种基本培养基中，B ，ER，N ，1／2 

MS，1／2 N醯5种培养基上的培养材料均不能正常生 

长；在培养效果较好的MS和 N醯2种培养基中，MS 

培养基上材料的增殖倍数、生长速度以及小苗的外 

部形态稍优于 N 。。因此，泰国葛继代增殖的基本 

· 2】76 · 

培养基应为 MS。 

3．3．2 外源激素种类和组合对泰国葛继代增殖的 

影响 初步的继代培养发现，泰国葛离体材料即使 

在较低的外源激素水平下也很容易玻璃化，因此， 

采用低质量浓度的 BA(0．05～0．2 mg·L )，IBA 

(0—0．02 mg·L。)和不易导致培养材料玻璃化的 

2一ip(0．5—2．0 mg·L )为外源激素，进行继代培 

养基筛选(表1)。结果表明，芽苗高度、繁殖系数 

并未随 BA，IBA或 2．ip质量浓度的变化而呈现有 

规律性的变化；材料的玻璃化与BA和IBA两者质 

量浓度的加和有关，即当两者均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才导致玻璃化的产生；培养基中添加 2．ip，导致材 

料产生较多的愈伤组织，2一ip质量浓度较高(2．0 mg 
· L )时并未出现玻璃化(表1)。比较适合的继代 

培养基为：MS+BA 0．1 mg·L 和 MS+BA 0．2 mg 
· L +IBA 0．02 mg·L～。使用上述2个培养基 

对泰国葛离体材料重复继代，结果发现，2种培养 

基交替使用比1种重复使用效果更好，25 d的繁殖 

系数为3．0～3．5倍。由于在继代培养中较容易产 

生无效的白色絮状的愈伤组织，这种愈伤组织阻隔 

在培养基和培养材料之间，切断植株吸收营养的路 

径，在培养后期容易使植株因营养不良而逐渐衰 

亡 ，因此，继代周期 ，以20～25 d为宜。 

3．4 生根培养 

3．4．1 生长素类激素种类和质量浓度对泰国葛生 

根的影响 以1／2 MS为基本培养基，通过初步的生 

根培养发现，泰国葛在添加 NAA，IAA，IBA，2，4．D， 

BR 5种生长素类物质的生根培养基上生根效果不 

同(表2)。BR和2，4．D在所试的范围内诱导的生 

根率为0；其中，BR导致培养材料黄化、不能正常生 

长；2，4一D则导致形成较多的愈伤组织，且随着 2，4． 

D的增加褐化加深。IAA，IBA，NAA对促进生根有 
一 定的效果，但诱导的生根率较低，最高仅为 

30．O％，其中IAA，IBA诱导生根效果稍优于 NAA。 

通过观测还发现，葛根正常生长所需的外源生长素 

类物质质量浓度较低，高质量浓度容易导致叶片黄 

化、愈伤过多并且褐化等负面效应，影响植株生长发 

育；在相同质量浓度下，不同生长素类物质对培养材 

料产生负面效应为 BR>2，4．D>NAA>IBA=IAA。 

IAA和 IBA诱导生根的最适质量浓度 0．05一一0．2 

mg·L～。 

3．4．2 IAA和IBA配合使用对泰国葛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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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处理5瓶 ，每瓶5株，培养 20 d后观测 

表 2 不同种类生长素及质量浓度对泰国葛生根的影响 

IAA，IBA配合使用均能有效提高生根率，而且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单种生长素高质量浓度下使用所 

产生的负面效果(叶片黄化脱落、愈伤褐化等)。根 

据实验 结果 ，以组合 IBA 0．1 mg·L。‘+IAA 

0．2—0．4 mg·L 诱导的生根率最高，为 66．8％， 

因此，泰国葛生根较好的激素组合为IBA 0．1 mg· 
L一 +IAA 0

． 2 mg·L (表 3)。 

3．4．3 特殊有机添加物对泰 国葛生根的影响 

IAA和IBA配合使用虽然能有效提高泰国葛的生根 

率，但最高生根率也仅达到66．8％。因此在此基础 

上，向培养基中加入特殊成分的化合物以提高生根 

率十分必要。对3种特殊化合物A，B，c(添加质量 

浓度均为5，10，2O，40 mg·L )的实验结果表明， 

l0 mg·L 的化合物 C对促进泰国葛的生根效果 

最好，生根率比仅添加 IBA 0．1 mg·L 和 IAA 0．2 

mg·L 提高了 10．1％，达76．9％(表3)。 

3．5 移栽和炼苗 

组培苗生根培养 25 d后，将长好根的瓶苗开 

盖炼苗 1～2 d，洗净根际培养基，移栽在装有相应 

移栽基质的营养杯中，于阴蔽度为 70％的连栋大 

棚中培养 ，移栽开始 7 d内每天早晚各喷 1次水，7 

d后 隔2—3 d淋水 1次，45 d后观测，成活率为 

81．0％ 。 

4 讨论 

在葛根类植物的组织培养研究中，已有的研究 

主要围绕野葛P．1obata(Willd．)Ohwi、三裂叶葛 

P．phaseoloides(Roxb．)Benth和粉葛 P．thomsonii 

Benth 3种植物进行 。 

· 2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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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代培养中，根据已有的文献报道 引，野葛、 

三裂叶葛和粉葛 3种植物所用的BA质量浓度较高， 

其中三裂叶葛增殖和分化的BA最高，达3．0 mg· 

L～；粉葛较低，为0．3-0．6 mg·L～。而研究结果表 

明，泰国葛继代增殖所用的BA质量浓度和上述 3种 

葛类植物相差很大，主要原因是泰国葛对 BA比较敏 

感，高质量浓度使用易导致玻璃化，因此，增殖和继代 

培养的最适质量浓度仅为0．1～0．2 mg·L～，当BA 

大于0．2 mg·L 时，培养材料随着 BA质量浓度的 

增大出现不同程度的玻璃化，但玻璃化材料在低浓度 

BA培养基上可以恢复正常；而且，泰国葛在继代培养 

中很容易形成白色絮状的无效愈伤组织，愈伤组织的 

量随着外源生长素类物质的增高而增多，随着培养时 

间的延长，愈伤块可能在营养上和芽苗竞争，或阻断 

芽苗吸收营养的通路，导致植株生长停止，叶片发黄 

脱落，最后逐渐死亡。因此，继代培养中除了注意调 

低激素类物质的用量外，继代时间间隔也不能过长。 

在生根培养中，泰国葛和其他葛类植物不同，是一种 

比较难生根的物种。根据相关文献Ⅲ6 j，诱导野葛、 

三裂叶葛和粉葛 3种植物生根的外源激素均为 

NAA，最适质量浓度分别为 1．0，0．1，0．2 mg·L～。 

而对于泰国葛而言，NAA诱导的生根效果不如 IAA 

和IBA理想，多种激素配合使用以及添加特殊有机 

物可有效提高泰国葛的生根率。刘传飞 。。对野葛 

的试验结果与本研究部分结果有类似之处，他研究 

发现，IBA是诱导野葛产生不定根最有效的生长素 

类物质，在相同质量浓度条件下，几种生长素类物质 

对培养材料的褐化效应为 NAA>IBA>IAA。对泰 

国葛的研究结果也表明，IAA和 IBA生根效果相对 

较好；对培养材料的负面效应(叶黄化和愈伤褐化 
· 2】78· 

等)BR>2，4一D>NAA>IBA=IAA。然而，对于泰 

国葛而言，由于单种生长素类物质诱导的生根率偏 

低，因此，必须将多种生长素类物质配合使用，同时 

添加特殊的有机物，才能获得理想的生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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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system o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Pueraria mirifica 

HUANG Ning—zhen，TANG Feng—luan，HE Jin—xiang，FU Chuan—ming，HE Cheng—xin，GUO Lun—fan，WANG Xin—gui 

(Guangxi institute ofBotany，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gion and Academia Sinica，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proliferation techniques of Pueraria mirifica．Method：The tender 

branch were used as explants and cultivated in different media．The optimum media for inducing buds，proliferation and rooting were 

selected by adjusting the kinds and doses of plant hormones and special compounds．Reset：The medium of MS+IBA 0．05 mg‘ 

L一 + BA 0．5 mg ·L一 was suitable for buds inducing and could be used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cultivation：MS +IBA 0．02 

mg·L一 + BA 0．2 mg·L一 and MS+BA0．1 mg·L～ were employed by turns in subculture．25 days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was 

3．0；and the medium of 1／2MS+IBA 0．1 mg·L一 +IAA 0．2 mg·L一 +C(special compound)10 mg·L一 was used for roots in— 

ducing．the rooting rate was 76．9％ ．Rooting planflets were transplanted in spring and summer；the surviving rate was 81．0％ ．Con- 

clusion：This technique system could be employed for rapid propagation of P．mirifica． 

[Key words] Pueraria mirifica；tissue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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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肉苁蓉变异类型的探讨 

陈 敏，崔光红，肖苏萍，林淑芳，吴志刚，黄璐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 目的：通过药材性状和结构以及有效成分含量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进行荒漠肉苁蓉中“油苁蓉”作为 

变异类型的探讨 。方法：药材性状和结构直接观察肉苁蓉新鲜及晒干或阴干的表面颜色和质地，以及横切面颜色、 

质地、中心髓部大小及维管束排列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药材有效成分松果菊苷及毛蕊花糖苷的含量；紫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药材粗多糖含量。结果 ：“油苁蓉”与一般荒漠肉苁蓉在新鲜茎的颜色、药材表面颜色和质地以及横切 

面颜色、质地、中心隧部大小及维管束排列存在明显的不同；“油苁蓉”药材松果菊苷含量是一般荒漠肉苁蓉的2．5 

倍，毛蕊花糖苷含量是3．8倍；多糖得率是1．6倍，多糖含量是2倍。结论：根据药材性状和结构以及有效成分含量 

的分析 ，“油苁蓉”和一般肉苁蓉差异明显 ，“油苁蓉”是荒漠肉苁蓉一种稳定 的变异类型，与生态环境条件和地理 

分布无关。 

[关键词] 荒漠肉苁蓉；药材性状和结构；有效成分；变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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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cola Y．C．Ma为列 

当科肉苁蓉属多年生寄生肉质草本，是常用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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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为荒漠肉苁蓉的地道产区之一，主产于阿拉 

善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及乌兰察布盟；以阿拉 

善盟产量最大，当地人常将肉苁蓉酒炙，用于暖胃、 

壮阳健身、强壮筋骨等，有很好的疗效，俗称“沙漠 

人参”。作者在内蒙古实地调查中发现荒漠肉苁蓉 

中存在着新鲜茎为淡紫色，阴干后药材质地柔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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