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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实 
用 [摘要] 在对羊齿天门冬离体组织培养 结果不甚理想。有鉴于 

技 的研究中，探讨了愈伤组织诱导和生根状 深层次的研究，本研究又 
术 

况及羊齿天门冬组培快速繁殖技术，筛选 快速繁殖技术进行了研 

出适宜的愈伤组织诱导和生根的培养基。 发利用该植物提供一定 

结果表 明：景 的愈伤 妇 织诱 导培蒜 某为 1 材 ．赳 量 青 法 

1／2MS+NAA1．0 mg／L+KT1．0 mg／L 

+ZT4．0 mg／I ；最适的生根培养基是 1／ 

2MS+NAA1．0 mg／L+IBA1．0 mg／L。 

[关键词] 羊齿天门冬 组织培养 愈 

伤组织 生根 

羊齿天门冬 (Asparagus licinus) 

系百合科植物羊齿天门冬(Asparagus fi— 

licinus Ham．Ex D．DonJ)的干燥块根，是 

抗癌药材 ；叶可配鲜切花。别名蕨叶天门 

冬、千锤打。本品含粘液质高达 6O％，并 

含少量生物碱、挥发油、糖类等成份。具 

有润肺燥湿、杀虫之功。临床可用于虚弱 

咳嗽、肺虚久咳、骨蒸潮热、疥癣等症(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1981)。然而， 

由于高原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多年过度 

采挖及 其生殖 机制 的 限制 (MA Shao- 

bin1997； HUANG Heng-yu2001； MA 

Shao-bin1996)，羊齿天门冬野外分布的地 

区和数量锐减，资源濒临灭绝，难以满足 

医药领域的需求(YU Pei—zhong，1999)， 

参照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等级和贾敏如对 

珍稀濒危中药物种等级划分标准(傅立国 

1989；贾敏如 1995)，结合藏药现状，制定 

濒危藏药物种保护等级，羊齿天门冬属于 

二级(濒危)濒临灭绝状态的藏药野生物 

种。国内曾有过该研究的报道，但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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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来源 

本实验于2007年 4月 15日采用西藏 

农牧学院园艺场栽种的生长正常健康的 

羊齿天门冬春季嫩枝为材料进行组织培 

养。 

1．2 消毒方法 

将采集的嫩枝先用毛刷蘸洗衣粉溶 

液轻轻地刷洗，再用自来水冲洗浸泡数分 

钟，然后切成 l～1．5 cm长茎段(含 1～2 

个腋芽)。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 酒精消 

毒 10 S后 ，再用 0．1％升汞消毒 15 rain，最 

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等处理。 

2 培养基的配置和培养条件的确 

定 

2．1 培养基的配置 

以 MS、1／2MS、1／3MS、1／4MS培养 

基为基本培养基，加入不同浓度的 IAA、 

理 中 

H溶 

培养 

时光强为 1 000 16 000 lx，生根培养时光 

强为 1 600~2 000 lx，光照时数 16 h／d；采 

用的培养环境为RXZ型人工气候箱。 

3 试验过程与分析 

3．1 培养基的筛选 

3．1-1 基本培养基的筛选以及对芽生长 

的影响 为了得到最适宜的培养基 ，我们 

进行了不同浓度的盐对外植体腋芽生长 

影响的对比试验 ，结果如表 1所示 。 

在附加物(6一BA2．0 mg／L，IBA1．0 

rag／L)相 同的 条 件下 ，MS、1／2MS、1／ 

3MS、1／4MS的培养基上培养 30 d，从苗 

高及产生不定芽个数看，以MS培养基优 

于其它培养基，随着盐浓度进一步降低 

时，茎生长减缓。 

3．1．2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初接种外植体 

生长的影响 在植物组织培养 中起重要 

表 1 培养基对芽生长的影响 

编 激素水平 处理数 20 d后平均 平均每个腋芽萌发 

号 6一BA KT NAA IBA ／个 苗高／cm 不定芽数／个 



作用的激素主要是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 

初培养使用较高浓度的生长素，以诱导脱 

分化和促进愈伤组织 。高水平的细胞 分 

裂素倾向于诱导不定芽的形成，也使侧芽 

增生加速，结果形成过于细密的不定芽； 

同时嫩芽的质量下降，不利于下一步的生 

根和种植到介质中。因此，在力求提高嫩 

茎质量有较多数量的情况下，必须减少细 

胞分裂素的用量(韦三立 2000)。 

高等植物每个叶腋中都有隐芽存在， 

在一定条件下可使其萌发形成丛芽，从而 

达到快繁的 目的。把经过初代培养 的羊 

齿天门冬新枝剪下来，插在新配制的 以 

MS基本培养基 ，附加不 同浓度 6一BA、 

IBA、NAA、KT进行最佳组合、筛选。培 

养30 d后，对萌发率、长势、愈伤组织诱 

导、芽增殖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不同浓度 

的组合，对芽增殖效果有显著差异(表 2)。 

在 MS+6～BA1．0～2．0 mg／L+ 

IBA0．2 mg／L培养基 中，芽生长快，但分 

枝少，繁殖系数低，芽增殖效果较差 ；在 

MS+KT1．0 mg／I 4-NAA0．2 mg／L中， 

多为单茎生长，增殖效果不明显 ；在 MS+ 

6——BA0．5～ 1．0 mg／[ _{一IBAI．0 mg／I 

中，苗长势快 ，产生小分枝多，繁殖系数较 

高；当 6一BA浓度高于 1．0 mg／L时，外 

植体上易形成愈伤组织。由此可见，腋芽 

增殖阶段 的最适宜培养基为 MS+6一 

BA0．5～1．0 mg／L4-IBA1．0mg／L。 

3．1．3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愈伤组织诱导 

分化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若生长素浓度 

过低 ，则表现为组织块不能生长，颜色逐 

渐变淡，时间过长，植物组织会死亡；若生 

长素浓度过高，则表现为愈伤组织生长旺 

盛，细胞团松 散，几乎不可能分化出苗。 

把经过继代培养的新生枝条(外植体)，分 

别放在附加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培养 

基上，同时观察并统计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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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等 2004；李尚中等 就难以适应这种不良条件而出现死亡现 _ 一 
哮导率一诱导出愈伤组 象。由此可见，培养基中糖是一种不可缺 0 

0 

殴置外植体的数量％)。 少的成分，不能减少，但也不能过量。 八 
于所附加的激素浓度不 3．1．5 羊齿天门冬组培苗生根的诱导 正 

第 

长发育状况也不尽相同 从前面的试验中发现，当培养基中只有生 十 

长素的情况下容易生根。选取 2种生长 二 期 

继代培养的羊齿天门冬 素四水平进行正交试验。30 d后统计生 
愈伤组织。在 1号培 根率(有生根现象的茎段数／原接种的茎 林 

业 

芰条基部边缘有少量黄 段数 )和生根系数(生根系数／有生根系 实 
E，但生长速度缓慢。2 数的茎段数 )。 用 

技 
笱组织也较迟 ，在第 25 结果表明 IBA 不同浓度对生根率和 术 

包发黄，有褐化现象，生 生根系数的影响与NAA浓度密切相关。 

基的诱导率较好。4号 当N从 浓度在0．2 mg／L时，IBA在0．2 

培养基中，第 25天枝条基部边缘有大量 

黄绿色愈伤组织出现，生长速度很快，34 d 

愈伤组织块表面有颗粒状的凸起，出现大 

量球形，棒状胚状体。5号较差且颜色发 

黄，有褐化现象，生长缓慢。通过 比较不 

同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诱导情况可以看 

出，在 1／2MS+NAA1．0 mg／L+KT1．0 

mg／L+ZT4．0 mg／L，培养基中诱导率可 

达 89 ，死亡率低 ，生长速度快。所以愈 

伤组织诱导分化最适培养基为 1／2MS+ 

NAA1．0 mg／L+KT1．0 mg／L+ZT4．0 

mg／L。 

3．1．4 培养基中糖对试管苗增殖和生长 

的影 响 将 试 管丛 生苗 接 种 于改 良 

1／2MS~本培养基上，附加不 同植物生长 

调节剂做如下处理，培养基中加 3Z和 

5 蔗糖和去糖为一对照，并于接种后 3O 

d进行统计 ，试验连续重复 3次。 

通过试验可看出，试管丛生苗在没有 

糖的培养基中生长不良，到第二代即出现 

死亡现象。这是由于组织培养材料，因一 

般没有叶绿体或只有发育不好的叶绿素， 

在人工培养条件下，逐渐丧失了进行光合 

作用的能力，从自养型转为异养方式，培 

养基中没有提供碳水化合物的糖，试管苗 

表 3 不同激素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mg／L时部分生根，茎基无愈伤组织形成； 

当 NAA为 0．5 mg／L及 IBA为 0．2～0．5 

mg／L时，生根系数与生根率相对较高，且 

茎基生成愈伤组织；当 NAA为 1．0 mg／L 

IBA为 1．0 mg／L时，生根率和生根系数 

均达最高，根长，有愈伤组织产生，有利于 

移栽后的成活。因此生根培养基的最适 

配 方 为：1／'2MS+ NAA1．0 mg／L 4- 

IBA1．0 mg／L。 

4 结果与讨论 

羊齿天 门冬属于二级(濒危)濒临灭 

绝状态的藏药野生物种，为 了持续开发利 

用该植物，很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培养的 

研究。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影响组培快繁 

的重要因素(李浚 明 2001；刘云龙王本昌 

1999)。本试验通过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筛选，结果表明：(1)初接种最佳培养基为 

MS+6——BA2,0 mg／I 4-IBA1．0 rag／L； 

(2)腋芽增殖阶段的最适宜培养基为 MS 

+6——BAO．5——1．0 mg／L4-IBA1．0 mg／ 

L；(3)愈伤组织分化培养基为1／2MS+ 

NAA1．0 mg／L+KT1．0 mg／I +ZT4．0 

mg／L；(4)最适生根培养基为 1／2MS+ 

NAA1．0 mg／I +IBA1．0 mg／L。 

糖是植物生长不可缺少的成分。试 

管丛生苗在没有糖的培养基中生长不良， 

到第二代即出现死亡现象。这是 由于组 

织培养的材料，因一般没有叶绿体或只有 

发育不好的叶绿素，在人工培养条件下， 

逐渐丧失了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从自养 

型转为异养方式，培养基中没有提供碳水 

化合物的糖，试管苗就难以适应这种不良 

条件而出现死亡现象。由此可见，培养基 

中糖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成分，不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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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3．中国科学院 

业 

实 
用 [摘要] 为了使山东石质山地直播造林 行、省工省力、节约! 

技 有较高的出苗率和成活率，我们研究了不 工程造林的直播造书 术 

同覆盖方式对刺槐直播造林的影响，结果 山地造林绿化的重 

度；提高了O～30 赫 ⋯ ，，⋯ 二． ．一⋯ 

l8 

芽出土，且苗全苗壮。覆草的各层地温比 

露地的低 ，但温度相对稳定，变幅小；提高 

了0～2O cm土壤的水分含量；覆草的出 

苗率虽然较露地的低，但苗高比露地 的 

高，可以晚些去草，以提高出苗率。 

[关键词] 覆膜 覆草 露地 刺槐 

直播造林 

直播造林，与植苗造林相比，尽 

管见效慢，但具有苗木根系完整、适 

应性强、施工简单、节约开支等优 

点。随着造林绿化工作 的不断深 

入，深山、远山、贫瘠山区已成为造 

林绿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简单易 

*山东省林业局项目：宜林脊薄山地直播 

造林技术与示范。 

作者简介：刘艳 (1982一)，女，硕士研究 

生，主要从事森林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研究， 

Email：holylyan@yahoo．en。 

**通讯作者 

高l_1j，是一项适合大面积无水源的 

山地造林l_2]，适合石灰岩瘠薄山地 

造林 的有效技术措施，且在植苗 

造林受到制约的地方，可用直播造 

林代替，并且效果很好_4J。而且当 

恢复退化土地的植被时，进行土壤 

改良并采用播种恢复技术，将是成 

功恢复植被、形成稳定的森林群落 

的重要和必要的积极措施 j。 

山东很多地方春季干旱多风， 

温度变化不稳定且较大，为了提高 

直播造林苗木出苗和成活率，我们 

在昌乐、历城、徂徕山等地区进行了 

刺槐直播造林试点试验。为了提高 

刺槐的出苗率、增加苗高，本试验定 

量研究了不同覆盖方式对刺槐直播 

造林的影响，以从理论和技术上规 

范直播造林，为山东省石质山地直 

播造林提供技术支持，并为其它地 

117。06 、北纬 36。16 ，属于暖温带半 

湿润季风气候，水热资源丰富，具有 

明显的高山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 

5．3 ℃，7月 气 温 最 高，平 均 

20．6℃，1月最低，平均一11．6℃， 

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 1 132．0 

mm。山顶气温一般 比山下常年低 

7～8℃，雨热同季。春季较干多风， 

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 

冷而少雪。试验地土壤是酸性棕 

壤，土层厚度大约 3O cm，含碎石块 

较多。 

1．2 试验设计 

刺槐种子由山东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提供。种子含水量 6．5 ，千粒 

质量 2O．̈ ±0．18 g，发芽率 85 。 

播种前，用始温 90℃水浸种 24 h。 

试验分覆膜、覆草(厚度 5 cm左右) 

和不覆盖 3种模式，采用沟播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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