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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亮独活的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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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白亮独活组织培养和小植株再生的体系。以叶片为外植体，在含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的MS培养基中培养，结果表明，在 

MS培养基上附加 2，4一D 2．0 mg／L和6-BA 0．5 mg／L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可达 100％；而愈伤组织继代最合适的培养基培养为附加 

2，4-I】2．0mg／L和6一BA 0．2mg／L的Ms培养基；苗的诱导以附加6-BA 2．0ITIg／L的Ms培养基效果最好；生根在附加NAA 0．2mg／L和 

IAA 0．5mg／L的 1／2MS培养基中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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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Heracleum candicans 

TAN Xing et al (School of Life Sciences，China West Norma1 University，Nanchong，Sichuan 6370021 

Abstract A system of tissue cult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 Heracleum candicans was established．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were added into MS medium to investigate their effects on tissue culture of 1eaf as explants and 100％ callus was inducted on 

MS media with 2．0 133Ig／L 2，4一D and 0．5 mg／L 6-BA．And the most suitable subculture medium was MS with 2,4一D 2．0 mg／L and 6一BA 0．2 mg／L． 

Shoots were proliferated on MS media supplemented with 6一BA 2．0 mg／L and the rooting medium was 1／2 MS media added with NAA 0．2 mg／L 

andIAA 0．5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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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亮独活，又名藏当归、白羌活，为伞形科芹亚科独活 

属多年生藜 f 、 。 ： l̈ 

自亮独括的根中含有佛手柑内酯，欧前胡素，8一香叶氧 

基补骨脂素，当归素及硬脂酸(B塔 甾醇)等成分B 。其干燥根 

为常用中草药，用于治疗风寒感冒头痛，肢节风湿痛【4．51。因 

其含有的化学成分有较强的皮肤光敏作用，也常用于治疗 

白癜风及其各种银屑病等皮肤病嘲。 

白亮独活分布区域较狭窄，野生资源十分有限，加之环 

境的破坏及人为掠夺式的采挖，使其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 

为此，笔者以白亮独活的叶片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通过继代增殖诱导，获得组培苗，旨在为其野生资源保护、 

规模化培养及细胞培养作一探讨；为其细胞培养获取有效 

的生物活性物质，以及通过遗传转化对白亮独活的性状品 

质进行改 良奠定了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白亮独活的幼叶，采自卧龙自然保护区。 

1．2 方法 

1．2．1 消毒。将幼叶用自来水洗净，流水冲 3～5 min，滤纸吸 

干，然后用浓度为70％的酒精浸泡 30～60 s，无菌水冲洗2～ 

3次，再用 HgC1，浸泡 10 min，无菌水冲洗4～5次。 

1．2．2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为25℃±2℃，光照周期为 12 h， 

光照强度为 2 000～2 500 Lx。 

1．2．3 愈伤组织诱导试验。将消毒过的叶片切成0 5 cm左 

右的小段，接于 MS诱导培养基上。诱导培养基中含有不同 

浓度的2，4_D和6-BA，测试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培养 

基均附加蔗糖 3％，琼脂 0 5％。 

1．2．4 继代增殖试验。在愈伤组织诱导培养 3周左右，选取 

最佳的愈伤组织进行继代培养。MS继代培养基中，添加不 

同浓度的2，4_D+6_BA或 2，4_D+Kt，测试不同激素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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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对愈伤组织继代的影响。每 2～3周更换 1次培养基，继 

代增殖4次。 

1．2．5 分化培养试验。将继代培养基中略有分化愈伤组织 

以及未见分化的愈伤组织转接至分化培养基上，其成分为 

MS+2．0 mg／L 6-BA。 

1．2．6 生根培养试验。待分化的苗长出茎后，将苗分别接人 

含 NAA、NAA和IAA不同浓度组合的 MS或 112 MS培养基 

上，测试对苗生根的影响。 

1．2．7 抗玻璃化处理试验。将培养基中琼脂含量由0．5％提 

高到 0．8％，与此同时，在苗转人生根培养基之后，于 12：00 

将培养瓶置于太阳光照下 1～2 h，连续 3 d。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试验结果 培养 7 d，外植体膨大，卷 

曲，愈伤组织开始萌动，出现如针尖大小的菜花状愈伤组 

织。培养30天后，在所有培养基上，都有愈伤组织发生，但 

附有 2．0 mg／L 2，4_D和0．5 mg／L 6-BA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 

发生率最高，为 100％(表 1)；愈伤组织呈透明的乳白色，所 

发生的愈伤组织体积也最大(图 1)。 

图 1 最佳状态的愈伤组织 

2．2 愈伤 组织的继代试 验结果 附加 2。4-D 2,0 mg／L+6． 

BA 0．5 mg／L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继代过程中增殖快、状态 

好，继代 4次以后，愈伤组织开始直接分化，出现绿色质硬 

的芽点(图2)，然后分化出单片叶，叶片玻璃化；附加 2，4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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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激素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2．0 mg／L+6-BA 0．2 mg／L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继代过程增 

殖较快、状态好，继代次数延长至 6次也无分化；附加 2，4一 

D 2．0 mg／L+Kt 0．5 mg／L和 2，4一D 4．0 mg／L+Kt 1．0 mg／L的培 

养基上愈伤组织继代过程中增殖迅速，每 2周就需转接继 

代，但愈伤组织易褐化，呈水渍状，时间延长会分化出根来 

(图 3)。 

图2 绿色芽点 

图3 褐色的愈伤组织及分化出的根 

2．3 分化培养试验结果 将继代培养基上状态好的愈伤 

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后，14 d左右分化出大量的绿色芽点， 

继续培养 3周左右，可得到叶片簇生的小苗，叶片上着生白 

色的绒毛(图4)；一部分苗的叶片绒毛在继续培养时消失， 

叶片透明、质硬、易碎，呈典型的玻璃化症状(图5)。 

图4 叶片簇生的苗丛 

2．4 生根培养试验结果 小苗转入生根培养基后，经过抗 

玻璃化处理，叶片玻璃化情况明显得以改善，叶片叶柄转 

图5 玻璃化的苗 

绿，叶缘呈明显锯齿状。将小苗转入附加 NAA 1．0 mg／L的 

培养基中，培养 3周后仍不生根；1／2 MS+NAA 0．5 mg／L中的 

小苗着生有少量的根；1／2 MS+NAA 0．2 mg／L+IAA 0．5 mg／L 

中小苗根的发生较为明显(图6)。 

图 6 生根的小苗 

3 结论与讨论 

从该试验结果来看，愈伤组织继代增殖的情况及分化 

能力明显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①初始诱导培养基。愈伤组 

织在含 2，4．D 2．0 mg／L+6-BA 0．5 ing／L的培养基上增殖快， 

多次继代也容易分化；而在附加有 2，4．D 1．0 mg／L+6-BA 

0．5 mg／L和附加有 2，4．D 2．0 mg／L+6-BA 1．0 mg／L的培养基 

上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其增殖速度不如前者。②愈伤组织自 

身所处的培养基中的生长调节物质。愈伤组织在含有 2，4一 

D 4．0 mg／L+Kt 0．5 mg／L和含 有 2，4一D 4．0 mg／L+Kt 1．0 mg／L 

的培养基上继代过程中，增殖虽快，但呈水渍状，易褐化，表 

现为典型的2，4一D浓度过高的症状，这与张俊莲等在研究 

当归愈伤组织所观察到的现象一样I51。在这2种培养基上生 

长的一部分愈伤组织分化出根，而将根转接至分化培养基 

进行芽诱导时，根先愈伤化，继而褐化死亡，可能是该愈伤 

组织残留的生长调节物质的影响，减轻这种症状的有效方 

法是降低 2，4-D的浓度。③继代次数。随着继代次数的增 

加，胚性愈伤组织会转为非胚性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 

中分化水平降低，表明部分愈伤组织已经丧失了分化能力。 

综合考虑，试验中培养基 MS+2，4-D 2．0 mg／L+6-BA 0．5 mg／L 

为诱导白亮独活愈伤组织的最适培养基。继代增殖培养基 

以MS+2，4．D 2．0 mg／L+6一BA 0．2 mg／L为好；生根培养基以 

1／2 MS+NAA 0．2 mg／L+IAA 0．5 mg／L为宜。 

组织培养过程中，常有3大难题，即菌类污染，玻璃化 

(下转第 52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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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C3代品系(1)植株 图4 BC3代品系(2)植株 

后夭数 fI d 

图5 回交 BC3代群体植株不同时期的产量对比 

表 1 杂交及回交后代性状观察 

F1代 较分散 、植株平均高达63 em 分孽生长能力强 、侧芽生 
长快且多 

BC1 4~ 较紧凑
、植株平均高达5l cm 蔟告 能力强、倾 芽生 

BC3代 较紧凑 、植株平均高达 46 cm、分孽生长能力强 、侧芽生 
外形趋于菜心 长快且多 

2．3 回交BC3代品系的超亲优势分析(表 2) 从表 2可 

以看出，回交 BC3代群体植株各项品质性状指标均表现出 

超亲优势。其中还原糖、总糖的超亲优势最为显著，分别达 

到了40．39％和 39。51％；蛋白质、维生素 c的含量也有不同 

程度的超亲优势，分别为 16．67％和21．82％，因此 ，回交后 

代具有较好的品质。 

表 2 回交BC3代群体植株营养成份超亲优势 

3 结论与讨论 

不断提高蔬菜周年供应水平，一直是蔬菜生产追求的 

目标，从现代社会的要求及今后的发展来看，蔬菜供应的水 

平不仅体现在数量、品种的多样性和商品质量等方面，还体 

现在蔬菜各种营养的供给量上。因此，学者们的研究也要顺 

应这一方向，选育出各种营养素含量高的品种。在该试验 

中，回交后代在产量和品质性状各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 

杂种优势。从生长性状来看，与亲本相比，杂种后代具有明 

显的营养生长优势，植株外形趋于菜心，生长速度快，产量 

高，收获期长，依靠侧芽生长可持续收获 ，收获期长达 2个 

月，且菜色浓绿，净菜率高，有较好的商品性，这在生产上是 

非常有利的，是一般菜心所不能比的。FI代群体植株具有 

很好的营养生长优势，植株平均高达 63 cm，有较高产量，可 

探讨在饲料等方面的利用价值。 

BC3代群体植株的营养成份也相对较高，特别是还原 

糖和总糖的含量，蛋白质、维生素 c的含量也比亲本有较大 

幅度的提高。综合考虑各项指标，回交 BC3代已初步具有 

了杂种优势，在生产、营养和商品价值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 

潜力，具备了选育的价值。杂种后代的优势和差异性为选育 

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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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褐变现象。其中，玻璃化的症状是试管苗植株矮小肿 

胀、半透明玻璃状，叶片呈浅绿色或黄绿色，叶片增厚而狭 

长，有时基部较宽，叶片皱缩或纵向卷曲，脆弱易破碎；叶表 

面缺少角质层和腊质或腊质发育不全；茎短、粗、扁平、节间 

很短或几乎没有节间。抗玻璃化的对策有：①降低激素水 

平；②减少培养基的含水量；③纯化培养物；④避免高温删。 

该实验中分化出来的苗、叶呈玻璃化。采取阳光照射、增加 

琼脂含量以降低含水量、缩短继代时间等方法基本上使组 

培苗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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