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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菁~1'-7-在 1／2MS+NAA0．5mgn_~琼脂的半固体培养基上诱导发芽；以种子苗的茎尖、叶、茎、子叶 

和下胚轴各切段为外植体，在I／2MS+6-BA 2．0mg／L+NAA 0．25mg／L上可分化出丛生芽；在I／2MS+NAA 

0．2mgrL生根培养基上，生根率达90％~X_E。上述培养基均添加25gn_~蔗糖和7gn_~琼脂，pH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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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及材料类别 田菁(Sesbania cannabina)种子苗的茎尖、叶、茎、子叶及下胚轴等各切段。 

2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改良的1／2MS培养基。发芽培养基(1)1／2MS+NAA0．5mg／L(单位下同)； 

分化培养基(2)1／2MS+6-BA 2．0+NAA 0．25；生根培养基(3)1／2MS+NAA 0．2。上述培养基中均添加 

25ga~蔗糖，7g／L琼脂，pH 5．8。培养温度(26±2)℃，光照 12h／d，光照度2 000 lx。 

3生长与分化情况 

3．1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野生田菁植株上成熟的豆荚足量，在实验室工作台上拨去外荚皮，将所取的 

种子放到500ml烧杯中，倒人预先准备好的中性洗洁精水适量，浸泡 lOmin，然后用自来水反复冲洗。 

把材料转移到超净工作台内，用73％酒精表面消毒 30s，无菌水清洗2次，再用0．1％HgC12溶液加吐温 

．80浸泡，并不断搅拌 8 10min。最后用无菌水清洗 5～7次，沥干水分，即得无菌材料。 

3．2丛生芽的诱导与增殖 用灭过菌的镊子夹取上述无菌材料 (田菁种子)，接种到固体培养基(1)上， 

每瓶接种4～5粒；培养3d左右即可发芽，萌发率达98％以上。种子发芽 1周后，幼苗高度达3～5cm 

便可切割为茎尖、叶、茎、子叶、下胚轴和根等各个不同切段，分别转接到分化培养基(2)上培养；培 

养2周左右开始分化丛生芽，30d平均分化出3～5个芽，其中，以下胚轴为外植体诱导的丛生芽分化 

最好，且所需时间较短。由此所得的丛生芽都可连续继代增殖培养。 

3．3生根培养 将上述增殖的丛生芽转人生根培养基(3)，培养 1周左右即可见苗基部分化出突起的根 

点，20d长成具有 2～3条有根毛的根，生根率达90％以上。 

4意义与进展 田菁系蝶形花科田菁属一年生亚灌木状种子繁殖的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东半球热带 

地区。我国田菁野生资源丰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地均有大面积种植。田菁的茎瘤共 

生固氮菌活性很高，具有较强的重金属抗性，在许多矿业废弃地都可见其作为先锋物种定居，对贫瘠 

土地的氮素积累、恢复地力具有明显的效果。另外，田菁也常作为改良土壤的绿肥作物被大量种植。 

从田菁种子内胚乳提取的田菁胶是良好的增稠剂、絮凝剂和沉降剂，在石化、煤炭、造纸、陶瓷、矿 

业、食品和纺织工业上应用广泛，它还可作化妆品、涂料的增稠剂，干电池电解液糊料及长效药品持 

续缓释剂等。然而，我国田菁胶的产量不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且随着田菁胶应用领域的不断 

开拓，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大量种苗，减少作为主要工业原料的种子用量， 

较用种子繁殖具有显著优势。田菁的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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