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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叶粉葛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 

胡万群 
(六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安徽六安 237009) 

摘 要：将茎尖接种于MS+6一BA0．2mg／L+NAA0．01 mg／L的培养基上，获得无菌苗，将无菌苗接种于培养基 MS+ 

6一BA1．2mg／L+NAA0．2mg／L或 MS+6一BA0．5mg／L+NAA0．5mg／L上形成丛生芽，将丛生芽切块接种于 MS+6一 

BA0．2mg／L+NAA0．3mg／L培养基上壮苗，将丛生小苗接种于MS+NAA0．5mg／L培养基上生根，得到大量的整齐一 

致的细叶粉葛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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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叶粉葛(Radix Puerariae)，为豆科葛属，缠绕藤本。 

与普通粉葛相比，它的块根形好，呈纺锤形，表面光滑，皱 

纹少，纤维少，味甜，出粉率高，且耐旱，早熟，产量高0 。 

有关药理研究证实，葛粉具有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供 

血 ，降低心肌耗氧量以及降压等作用 。细叶粉葛常规繁 

殖用扦插繁殖，但极难生根，且生根数量少。我们通过组 

织培养技术已获得了大量的试管苗。本研究旨为大面积 

种植细叶粉葛提供壮苗。 

l 材料与方法 

细叶粉葛材料选自广西细叶粉葛基地。取细叶粉葛 

藤，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药棉蘸取75％的酒精进行 

表面消毒；晾干后，用0．1％的升汞溶液浸泡 5min，取出在 

超静工作台上用无菌水冲洗数遍 。用滤纸吸干后，取茎 

尖接种于培养基(1)MS+6一BA0．2mg／L(单位下同)+ 

NAA0．01上，10—30d长出无菌苗。将无菌苗接种于培养 

基 (2)MS+6一BA1．2+NAA0．2；(3)MS+6一BA0．5+ 

NAA0．5；(4)MS+KTI．0+IAA0．2；(5)MS+KT2．0+ 

IAA0．2；(6)MS+6一BA0．5+IAA0．2上增殖。将丛生芽 

接种于培养基；(7)MS+6一BA0．2+NAA0．3上，进行壮 

苗。再将丛生小壮苗接种于培养基(1)MS；(2)I／2MS； 

(3)MS+IAA0．5；(4)MS+NAA0．5；(5)1／2MS+NAA0．5 

上生根。所有培养基均含有 30g／L蔗糖，3．2g／L琼脂粉， 

pH值为5．8，培养温度为 26—28℃，光照 10h／d，光强在 

600—1500Lx。 

壮苗生根后，将瓶盖打开，在自然光下2d左右。将试 

管苗从培养瓶中取出，洗净根部琼脂，在4—5月份可直接 

移栽大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配比对无菌苗培养的影响 表 1 

是接种 30d统计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出茎尖在培养基 MS 

+6一BA1．2+NAA0．2和 MS+6一BA0．5+NAA0．5两种 

组合上形成的苗高和芽丛的苗数较好。 

表 1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配比对无菌苗培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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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配比对壮苗培养的影响 在继代 

增殖中，由于形成的丛生芽较密集、弱小，在生根前需要一 

个壮苗培养过程。尤其在培养基 MS+6一BA1．2+ 

NAA0．2上形成的芽丛数多，且苗弱一点。将继代培养中 

的丛生芽置于培养基 MS+6一BA0．2+NAA0．3中，2周 

后，长到2—3cm，形成正常的丛生小苗。 

2．3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配比对细叶粉葛试管的生根影响 

待不定芽长到 2—3cm时，切下小苗转入生根培养基。 

20d后统计结果(表 2)。 

表2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配比对细叶粉葛试管苗的生根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细叶粉葛试管苗在此5种组合中均 

可以生根，但生根率差异很大。在培养基 MS+NAA0．5 

上生根效果最好，可达 100％，并且苗长势旺盛，在生产中 

成活率也可达 100％。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细叶粉葛利用组织培养技术极易得 

到整齐一致的壮苗，且生产上表现 良好。从表 1中发 

现 ，无菌苗接种于培养基 MS+6一BA1．2+NAA0．2和 

MS+6一BA0．5+NAA0．5上，30d后分化出丛生芽，但 

在培养基 MS+6一BA1．2+NAA0．2中形 (下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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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壁，纤维素、木质素等次生壁物质且层与层之间经纬交 

错沉积于初生壁内侧。因此我认为，前期加速纤维素的水 

解是缩短沼气发酵启动时间的一个关键因子，而加强半纤 

维素的水解则是提高纤维素水解以及整个原料利用率关 

键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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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发酵过程料液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变化 

总之，从料液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变化曲 

线，我们可以看到，半纤维素含量始终较高，而木质素与纤 

维素的含量相对较低。这说明加强半纤维素的降解是提 

高原料利用率的关键因子。同时还可以看到，半纤维素和 

纤维素的含量变化较大，而木质素则变化很小，可能一方 

面是由于木质素的难降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在细胞壁中 

的分布特征。 

2．5 发酵料液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变化与沼气发 

酵之间的关系 图4中所示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 

含量是在沼气发酵某一状态时的发酵原料中相对含量，即 

可以简化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在某一状态时在原料 

中所占的百分比。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在发酵启动至 

第5周纤维素的相对含量基本上是呈下降趋势，而沼气发 

酵产气量逐步上升，在第5周达到最大值。另外第9周、第 

11周．分别为沼气发酵产气的2个高峰，也是纤维素的相对 

含量的2个低谷之所在。结合图3可以得出，纤维素的水 

解状态是影响沼气发酵状态的关键因子，提高纤维素的水 

解效率是改善沼气发酵的运行状况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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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发酵料液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变化与沼气发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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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玉米芯可以作为沼气发酵的原料。 

(2)据相关文献报道，玉米芯中，纤维素含量为32％ 

一 36％，半纤维素含量为 35％ 一40％，木质素含量为 

15％，故可以将其作为研究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水解 

对沼气发酵影响的试验对象。 

(3)从玉米芯的产气情况与原料降解率来看，发酵启 

动时间长，原料难以直接厌氧消化。 

(4)从料液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变化情况来 

看，半纤维素与木质素的降解是影响原料利用率以及纤 

维素利用率关键因子，纤维素的初始水解状况则是影响 

沼气发酵启动时间长短的关键因子。另外从图 4可知， 

纤维素是影响沼气发酵的关键因子。因此解决原料利用 

率，改善沼气发酵运行状况，纤维素、半纤维素的利用率 

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提高半纤维素的降解率是首先 

要解决的。 

(5)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本身不能溶于发酵液 

中，而是必须经过相关的水解酶水解才会溶解到其中。同 

时我们所认为的用于沼气发酵的纤维素 、半纤维素、木质 

素，并不是被直接利用，而是被水解为小分子物质后，才会 

被利用。因此，发酵料 液中可溶解性 成分主要包括无机 

盐、可溶性小分子糖以及一些大分子有机物的水解产物和 

沼气发酵的一些残留物等。 

(6)研究以木聚糖酶为主的半纤维素酶对提高水解 

过程中半纤维素的水解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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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67页)成的芽丛稍大一些，即芽数多一点；在培 

养基 MS+6一BAO．5+NAA0．5中，形成 的芽丛小一 

点，即芽数少一点，且幼苗偏高。对于细叶粉葛，可用 

芽丛切块繁殖和切断扦插繁殖，本研究认为都是较好 

的繁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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