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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力茎段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黄碧兰，徐立 ，李志英，马千全，李克烈，陈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农业部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利用重点开放实验室，海南儋州 571737) 

摘要 [目的]为牛大力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依据，保护牛大力野生资源。[方法]以牛大力的幼嫩茎段作为外植体，研究其组织培养和离 

体快繁技术。[结果]用0．1％升汞处理外植体20 min，可获得无菌材料。以MS+6-BA 1．0 mg／L+IBA 0．1 mg／L为启动培养基，诱导率 

可达100％，接种后20 d，腋芽开始萌发，且生长正常。以MS+6．BA 2．0 mg／L+IBA 0．1 mg／L为增殖培养基，培养30 d后，增殖系数达 
7．0，有少量的愈伤组织产生，但不定芽生长发育正常。用1／2MS+IBA 0．5 mg／L+I从 O．5 mg／L培养基进行生根培养，生根效果最好， 

生根率达80％，根生长状态良好。将生根的小苗移栽到椰糠：砂为3：1的基质中，覆盖地膜保湿15 d，成活率达85％以上。[结论]牛大 

力茎段组织培养的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 MS+IBA 0．5 mg／L+IA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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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s for Stem Segment of』l：f姚 tt／a speciosa Champ． 

HUANG Bi-lan et al (Tropical Crops Germplasm Resources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e，Key Opening Laboratory of 
Tr0pical Crops Germplasm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e Ministry．Danzhou．Hainan 571737) 

Abstract 1 0biective l The study w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scale production of Millettia speciosa Champ．and protect its wild resource． 

[Method]With tender stem segments of speciosa as explants，the techniques of its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in vitro were stud— 

ied．J Result l The explants were treated by 0．1％ HgC1，for 20 min and the asepsis material could be obtained．With MS+6一BA 1．0 mg／L 

+ IBA 0．1 mg／L as the initial medium．the induction rate could reach 1oo％ ．After inoculation for 20 d．the axillary buds begun to germinate 

and norm ally grow．With MS+6．BA 2．0 mg／L+ IBA 0．1 mg／L as tlle multiplication medium．after culture for 30 d．the muhiplication c0ef_ 

ficient reached 7．0．and there were a few callus emerged．bu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dventitious buds were norm a1．When the medi— 

um of 1／2 MS+ IBA 0．5 mg／L+ IAA 0．5 mg／L was used for rooting cuhure．the rooting effect was the best and the rooting rate reached 

80％ ，and tIle growth of root was good．When tlle rooted small seeding we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matrix of coconut bran and sand(3：1)，and 

the plastic film was covered on it for keeping moisture for 15 d．tIle survival rate reached more than 85％．I Conclusion l 111e optimum rooting 

medium for stem segments culture of speciosa was 1／2 MS+IBA 0．5 me-／L+IAA O．5 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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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力植物学 名为美丽崖 豆藤 (MiUettia speciosa 

Champ．)，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野生名贵药 

材，主治肺热、肺虚咳嗽、肺结核、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白带等 。目前在市场上需求 

量大，是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近年来，由于两广民间大 

量使用牛大力做药膳，牛大力野生资源已面临日益枯竭的境 

地。笔者以牛大力茎段作外植体，对其组织培养和离体快繁 

技术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牛大力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对保护牛大力野生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牛大力茎段取自热带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 

所南药圃。 

1．2 方法 

1．2．1 无菌材料的获得。大田采取牛大力幼嫩茎段，用洗 

衣粉清洗 1次，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吸干水分，用0．1％升 

汞浸泡20 min，再用无菌水冲洗 4～6次后置于无菌滤纸上 

吸干水分，接种至启动培养基上。 

1．2．2 启动和增殖培养。以MS+6一BA 1．0 mg／L+IBA 0．1 

mg／L为启动培养基进行启动培养，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添 

加不同浓度的BA和IBA，组成 l0种培养基，每个组合接种 

50瓶，每瓶接5个带一个芽的无菌材料，30 d后统计增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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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观察材料状态。 

1．2．3 生根培养。以1／2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 

的IBA和IAA，组成 12种培养基，每个组合接种 10瓶，每瓶 

接 10个3～5 am不定芽，30 d后统计生根率，研究适合生根 

的IBA和IAA浓度。 

1．2．4 移栽驯化。以椰糠：砂 =3：1为基质，用多菌灵灭菌， 

移栽后用地膜保湿 15 d以上，观察其移栽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菌材料的获得 材料通过灭菌后接种至启动培养基 

上，共接种 50瓶，每瓶接种 1个材料，30 d后统计结果，其中 

有30瓶污染褐变，20瓶未污染的材料中有 l0瓶材料褐变， 

10瓶材料萌发腋芽。由此方法灭菌可获得无菌材料，但材料 

成活率较低，灭菌方法还有待改进。 

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增殖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MS 

+BA 1．0 mg／L+IBA 0．1mg／L的启动培养效果较好，接种 

后20 d腋芽即开始萌发，且腋芽生长发育正常。通过调整 

BA和 IBA的浓度和比例来协调顶芽和腋芽的生长，使其处 

于一个对整体较有利的水平(图 1)。由表 1可见，BA 2．0 

mg／L+IBA 0．1 mg／L的增殖系数最大，且生长状况最好。 

在增殖过程中，都会产生愈伤组织，但少量的愈伤组织对不 

定芽的生长无影响；此外，顶芽的快速生长为增殖系数的提 

高提供了基础，若顶芽不能快速生长，而材料整体将长期处 

于较弱小的体积，很难有高的增殖系数。 

2．3 不同培养基组合对生根的影响 将培养长至 3～5 cm 

的牛大力不定芽，接人生根培养基试验，生根培养 15 d后，基 

部出现根原基，30 d后统计结果并直观分析(图1)。结果表 



安徽农业科学 2008年 

牛大力增殖 
Protiferatim of 14 speciosa 

牛大力生根 移栽30 d的牛大力组培苗 
goofing of M speciosa Tissue culture scedL~ of jI￡speciosa 

after transplanting for 30 d 

图1 牛大力茎段组织培养 

rlg．1 Tissue culture ofthe stem of speciosa 

表1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增殖的影响 

Table1 Effectsof different phytohormones on proliferation 

明(表2)，一定激素浓度下利用 1／2 MS培养基生根效果较 

好，MS培养基也能诱导根原基的形成，并有部分根的出现， 

但达不到移栽的要求，不适宜牛大力的生根培养。在1／2 MS 

培养基中，IBA 0．5 mg／L+IAA 0．5 m#L的组合生根率最 

高，且根生长状态最好，所以组合 1／2 MS+IBA 0．5 m#L+ 

IAA 0．5 mg／L为最佳生根培养基。 

2．4 移栽训化 把生根的瓶苗移至温室 自然光下炼苗 1 

周，然后取出小苗，洗去培养基，再用 1 000倍多菌灵浸泡3 

min，移栽在基质为椰糠：砂=3：1的苗床上，移栽后用地膜保 

湿15 d以上，成活率达85％以上(图1)。 

3 结论与讨论 

牛大力茎段灭菌比较困难，因为牛大力茎段表面被有绒 

毛，用0．1％升汞消毒 20 min可获得无菌材料；牛大力的启 

动培养基以MS+6-BA 1．0 m#L+IBA 0．1 m#L为好，诱导 

率可达 100％，且腋芽生长正常；以MS+6-BA 2．0 m#L+ 

IBA 0．1 m#L为增殖培养基，培养 30 d，增殖系数可达7．0， 

虽然有少量的愈伤组织产生，但不定芽生长发育正常；牛大 

力的生根较为困难，以 1／2 MS+IBA 0．5 m#L+IAA 0．5 

m#L组合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达80％；移栽到以椰糠：砂 

= 3：1的基质中，覆盖地膜保湿 15 d，成活率可达85％以上。 

表2 不同培养基与激素组合对生根的影响 

Table2 Eff ectsof different culturemedia and hormone combina- 

lion on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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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可以看出，当激素种类和浓度分别为6-BA 0．5 m#L 

+IBA 2．0 m#L+GA 2．0 m#L时，丛生芽的诱导率分蘖率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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