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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快繁技术的研究 

石小刚，周 璐，王小峰，张小伟，程远辉，邱 萍，张兴翠 
(西南大学 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重庆 400716) 

摘要：以绞股蓝茎尖作为外植体，进行绞股蓝快繁技术的研究。试验表明：茎尖在MS+NAA 0+2 ms／L+6-BA 2．0 

mg／L中诱导效果最高，快繁的最佳培养基为MS+6-BA 1．0 mg／L+IAA0．5 ms／L，生根培养以无激素的Ms培养基较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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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PROPAGATION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MAKINO 

SHI Xiao—gang。ZHOU Lu。WANG Xiao—feng。ZHANG Xiao—wei。CHENG Yuan—hui。QIU Ping。ZHANG Xing—cui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Life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6。China) 

Abstract：The stem tips of C．y,,ostemm~pentaphyUum (Thunb)Maniko were used as explants in tissue culture SO as to establish a fast 

propagation system for this plant species．The best medium was MS + NAA 0．2 ms／L + 6-BA 2．0 mg／L for shoot induction。MS + 

6-BA 1．0 mg／L + IAA 0．5 mg／L for multiplication and MS without the addition of any plant hormones for rooting． 

Key words：Gynostemma pentaphyUum (Thunb)Maniko；fast propagation：optimization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葫芦科绞股蓝属植物绞股蓝(Gynostemma pen— 

taphyllum(Thunb．)Makino)_I-2]的茎尖及其幼嫩茎 

段。 

1．2 外植体获取 

在晴天中午或午后取3—5 cm长的绞股蓝幼嫩 

茎段，在自来水下冲洗2 h，然后用75％的酒精浸泡 

30 S，用蒸馏水冲洗3遍，后用0．1％升汞溶液浸泡 

8～10 min，用蒸馏水清洗3～5遍，备用。 

1．3 培养条件 

在超净工作台上将灭菌外植体切成0．5—1 cm 

长的茎段，接入 MS培养基中培养。培养基 pH值为 

5．8，培养室温度为25-4-2℃，每日光照 12 h，光照强 

度为 1 300～1 500 lx (下同)。 

培养基的配制均为MS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 

不同激素构成不同的培养基。如表1。 

1．4 外植体诱导培养 

将灭菌绞股蓝茎段接入外植体诱导培养基中，4 

周后观察绞股蓝生长状况。 

1．5 丛生芽诱导培养基的选择 

将组培苗转入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中培养，每种处 

理3瓶，每瓶接5株，4周后观察其丛生芽诱导状况。 

1．6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将诱导后的绞股蓝茎段转入生根培养基中培养， 

2周后观察其长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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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培养基 

e l Medium 

注：激素浓度：mg／L。Note：Hormone：mg／L．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诱导 

在培养基(2)，(3)，(4)，(5)，(6)号中，都能获 

得无菌苗，其中(4)号培养基效果最好，(1)号培养基 

能诱发其长根。 

2．2 丛生芽诱导培养基的选择 

将绞股蓝组培苗转入l6种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 

基中，并以MS培养基作对照，4周后观察比较其丛生 

芽诱导效果，结果与分析见表2和表3。 

对表2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所得结果见表3。 

观察发现，绞股蓝在不含激素的培养基中，即在 

(17)号MS培养基中长成完整植株，其生长速度较 

快，如将其切段转接，如此反复多次，亦可达到快繁的 

目的。在有激素的培养基中，在培养7 d后其基部形 

成白色突起，20 d后长出大量丛生芽，以在 MS+6． 

BA 1．0 mg／L+IAA 0．5 mg／L中增殖芽最多而且芽 

最健壮，即(13)号培养基增殖倍数为7倍。6-BA浓 

度过低时增殖倍数低，浓度过高时增殖倍数高，但分 

化的芽小密集不易分辨。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培养基之间，绞股蓝 

组培苗的芽增殖个数间存在极显着差异。为了了解 

哪些处理间存在真实差异，进一步做多重比较后，得 

到的结果显示：除了培养基(2)与(14)，(3)与(5)， 

(4)与(16)，(10)与(15)，(11)与(12)之间无显着差 

异外，其余培养基之间都存在显着差异。其中(8)， 

(11)，(6)，(5)，(13)，(15)等之间还呈极显着差异。 

而最佳培养基配方为(13)号：MS+6-BA 1．0 mg／L+ 

IAA 0．5 mg／L。 

裹 2 激素浓度对芽增殖的影响结果分析 

Table 2 Analysis ab out the bud multiplication with 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注：①所列数据为每瓶中芽的增殖数；②已除开原有芽个数；③激 

素浓度单位 emg／L～。 

Note：~)The datas vepresent the nuber of buds in each bdde．②The 

nuber of buds except the original one．(~)Hormone：ln磬／L’ 

． 表3 表2资料的方差分析 

Table 3 Variety analysis of the table 2 

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将绞股蓝茎段转人生根培养基中，2周后观察其 

效果，结果见表4。 

经实验发现，绞股蓝在(1)号培养基中长根最 

快，但在(15)号培养基中根长势最好，除根数整齐度 

和根长整齐度都较为一致外，根相对较粗且有须根发 

出。但考虑到在同种长势下，应尽量选择无激素培养 

基，有利于节约成本，减少产品中化学物质的残留，提 

高产品的品质，所以在工厂化生产中，应选择(1)号 

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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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激素浓度：mg／L。Nore：Hormone：mg／L_ 

2．4 过渡移栽技术 

绞股蓝移栽比较容易成活，一年中春、秋二季都 

可进行，对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强 ]。其移栽成活 

率高达95％以上，在移栽后7 d左右即可生新根长新 

叶，30 d左右牵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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