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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菲亚的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研究 

凌征柱 - 刘 园 - 马小军。 覃文流 蓝祖栽 吴庆华 

(1．广西药用植物园 南宁 530023；2．广西大学 南宁 530005； 

3．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4) 

摘要：通过对珐菲亚进行离体培养快繁技术的研究，解决珐菲亚引种栽培中种源短缺问题。方法：用茎尖为外植体，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激素进行培养。结果：用MS+BA1．5 mg／L+NAA0．5mg／L诱导培养，40d可获得丛 

生芽；继代用Ms+BA 1．2 mg／L+NAA0．2 mg／L培养，增殖率3．9；用1／2 MS+NAA 1．0 mg／L培养 15 d可获得生根植 

株。结论：本研究得出的方法可为引种栽培珐菲亚提供大量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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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faffia Paniculata Qucik—propagation in Vitro Cuh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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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Pf枷 a paniculata seed resourse for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by quick—propagation in vitro culture．Methods： The stem apex of P枷 ia paniculata was used as explants and 

cuhivated in the minimal medium M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Results：The cluster buds were 

obtained after forty．day induction culture in the medium of MS+BA 1．5 mg／L+NAA 0．5 mg／L．The subcul— 

ture medium was MS+BA 1．2 mg／L+NAA O．2 m L．The rate of multiplication was 3．9．Th e medium 

1／2 MS+NAA 1．0 m L was the best one for root inducement．Ro0ting plan ts were obtained after fifteen．day 

root induction culture．Conslusion： I1he quick—propagation in vitro culture could be used for providing the 

seedling of咖 a paniculata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in larg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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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菲亚，俗称巴西人参(Suma)，为苋科(Amaranthaceae)植物巴西人参(Pfaffia paniculata)的根，主要分布 

在南美洲的巴西等热带雨林地区，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珐菲亚药用部位为根部，其疗效广泛，作用显著，在药用 

植物中地位可与人参相媲美，因此俗称“巴西人参”，“珐菲亚”为中文译名。当地居民使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 

史，主要功效为滋补、降血糖，用于治疗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系统、消化系统多种疾病-】 J。现代实验 

科学的研究结果证明，该药材在抗肿瘤方面、镰刀形血球贫血症的治疗有明显作用。国外已有许多研究，并开发 

出以珐菲亚参为原料的多种药物在市场上销售，国内已有企业进口野生原料从事其功能食品和药品的研发-3】。 

目前国内已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初步引种。为了解决珐菲亚在引种栽培中种源短缺的问题， 

我们采用生物技术手段对珐菲亚进行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研究，为开发和利用珐菲亚药用植物以及丰富我国药用 

植物种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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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原植物来源于巴西巴拉纳州，由巴西德清翰尔斯食用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赠送，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马小军研究员鉴定。选取其原植物的幼嫩茎尖为外植体。 

1．2 方 法 

将材料用软刷在洗衣粉液中轻轻刷洗，用自来水中 

细流水冲30 min。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0．1％升汞消 

毒8～10 min，再用无菌水洗4—5次。将茎尖切成大约 

0．5 em的小段，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进行诱导培养。当 

丛芽长约2～3 em时，将其切下进行继代培养，3～5 em 

高时转入生根培养基。 

1．3 培养条件 

选用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BA和 

NAA，蔗糖浓度为2％，pH值5．8，用0．8％琼脂固化，分 

装后在126℃条件下灭菌20 min。培养温度(26±2)oc， 

光照用日光灯1 500～2 000 Ix，每天连续光照12 h。 

2 结果与分析 

2．1 丛生芽的诱导 

茎尖接种于培养基中，5 d后基部开始膨大，25 d萌 

发丛生芽。从表 1看出，在5种培养基中，3号培养基最 

好，2号次之，1号、4号培养基未长丛生芽，5号培养基不 

但没长丛生芽，而且叶片变形。 

2．2 丛生芽继代增殖 

丛生芽40 d后长至3 em高时，将丛芽切成单芽接种 

到继代培养基上。继代培养10 d后，单芽基部不断有新 

的不定芽产生。在继代培养中，7号培养基较好，增殖率 

达3．92％，平均株高2．17 em，芽粗壮。所以无论从芽的 

增殖系数或苗的平均高度和茎杆粗度来看，7号培养基 

优于6号、8号、9号、10号培养基。 

2．3 珐菲亚根的诱导 

珐菲亚丛生芽在继代培养基中长到3—5 em高时， 

将其切成单芽转入1／2 MS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7 d 

后单芽基部开始膨大生根，14 d后根数可长到3～5条， 

根长达1 em以上。在11号～14号培养基中，13号培养 

基根系生长最好、粗壮、根数多，发根率高。其它培养基 

发根少，根系生长弱。 

2．4 炼苗移栽 

试管苗在生根培养基上生长 15 d，苗高达4～6 em， 

有3条 以上粗壮根时，将瓶盖打开，置于室内炼苗 

2～4 d，然后将小苗从培养瓶中取出，洗净粘附在根上的 

培养基，为了提高移栽成活率，先栽植于沙床。30 d后苗 

可直接从沙床移栽植大田。成活率能达到93．5％。 

表1 不同浓度BA对珐菲亚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表2 不同浓度BA对珐菲亚继代培养的影响 

图1 珐菲亚丛生芽 

图2 珐菲亚试管苗移栽生长状况 

表3 不同浓度NAb．对珐菲亚生根培养的影响 

(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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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寿命延长一倍有所不同，但由于只得到了一种作物和2个温度条件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加大作物种类等条件以 

验证传统理论的科学性。 

种子含水量对种子贮藏寿命影响很大，随着种子含水量的降低，种子贮藏寿命大大提高。每降低 1％的种子 

含水量，种子贮藏寿命平均延长0．9倍，这与传统理论基本一致。但油菜种子降至2．0％的含水量，其种子贮藏 

寿命仍是随着含水量的降低而不断延长，这一试验结果说明，哈林顿提出的种子水分在5％ ～14％范围内水分增 

减与贮藏寿命关系原则，含水量的下限5％可以打破，至少油菜种子可以降低至2．0％。 

3．3 种子老化检测方法 

在检测种子老化方面，发芽指数比发芽率更快更准确，能更早的反映种子生活力的变化情况，因此用发芽指 

数来评价种子老化的进程要比发芽率好。但由于发芽指数需要每天检查发芽种子数量，因此工作量比发芽率检 

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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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不同激素浓度对珐菲亚的丛生芽诱导有重要影响，细胞分裂素BA用量偏低偏高都不利于丛生芽的诱导和 

生长。珐菲亚在初代诱导培养时，BA 1．5 mg／L浓度为最合适。丛生芽多、粗壮，生长良好，芽的长相与原植物一 

样茎节红色。当BA浓度增至3．0 mg／L时，生长受到抑制，叶片变形，玻璃化。在继代增殖培养中，BA 1．2 mg／L 

丛生芽增殖系数高，芽粗壮，生长良好。当BA增至1．8 mg／L时，芽几乎停止生长，叶片增厚皱缩，苗玻璃化。 

合适的生长素浓度能很好促进法菲亚的根生长发育。在珐菲亚生根培养中用 NAA 1．0 m L较好，根系发 

育好，根多，苗壮。其它浓度虽然也能生根，但根显得细且短。 

本研究建立起来的珐菲亚快繁技术，40 d为一个周期，增殖率可达3．92％，实现了快速繁殖的目的。珐菲亚 

试管苗种植大田后所得药材用紫外光谱和高效液相色谱与原产地珐菲亚对比分析研究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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