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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果甘草愈伤组织诱导培养 

胡海英，吴晓玲，梁新华 

(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宁夏 银川I 750021) 

摘 要 试验以甘草的子叶和下胚轴为外植体，分别接种在不同激素组合的 MS培养基上，黑暗条件下培 

养，诱导愈伤组织。结果表明：诱导甘草子叶愈伤组织的最适培养基为 MS+2，4-D(1 rag／L)+BA(1 mg／L)，其 

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100％，而且其愈伤组织鲜重与接种外植体重的比值达到 15．37倍；诱导甘草下胚轴愈伤组织 

的最佳培养基为 MS+2，4-D(0．5 mg／L)和 MS+2，4-D(0．5)+NAA(0．5)，通过在这两种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 

织的增殖培养，也得到了十分可观的增殖效果，其相对生长量分别达到了 381．52％和49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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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果甘草(Glycyrrhiza inflata Bata1)为豆科 

植物，是中药材中的第一大品种，其根及根茎入药， 

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缓急止痛、调和 

药性之功效[】]。现代医学认为甘草含有多种活性 

成分，具有抗溃疡、抗病毒、抗炎、解痉止痛、调节免 

疫和内分泌功能，对抗癌药有解毒作用，对糖尿病 

的并发症有预防作用，能诱导干扰素的产生[2]。目 

前，人工栽培作为甘草生产的主要途径，在一定时 

期内，其不仅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品质保证方 

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甘草有效成 

分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因此，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 

甘草进行无性快繁，加快甘草次生代谢活性物质的 

提取已迫在眉睫，一是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加大甘草 

优质无毒种苗的生产，二是通过细胞大量培养系统 

进行甘草有效成分的生产。对甘草愈伤组织培养 

及有效成分含量分析已有报道[3]，但甘草愈伤组织 

生长量的调控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文章通过筛选 

甘草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配方和提高愈伤 

组织相对生长量的最适配方，为进一步稳定培养物 

的有效生长速率和提高其中的有效成分含量，建立 

稳定高产的甘草次生代谢产物生产体系，奠定前期 

的实验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甘草无菌苗的培养 

试验材料取自宁夏盐池县，挑选饱满的甘草种 

子，用水洗净，吸干水分，置于超净台上，用 75 9／6的 

酒精浸泡 40 S，再用 0．1 升汞消毒 10 min，无菌 

水冲洗数次并浸泡4～5 h，接种到 MS基本培养基 

上，在暗中培养，待种子萌发后，转入光下培养，得 

到无菌苗，培养温度为(25 4-1)℃；光照：10 h／d；光 

强：1 000 lx 

1．2 甘草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培养 

1．2．1 培养基的选择与试验设计 基本培养基选 

择为MSe ]培养基。其中琼脂 10 L，蔗糖30 L， 

培养基的pH值5．8，选择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作为 

激素配比，即 2，4_二硝基苯氧乙酸(2，4-D)、萘乙酸 

(NAA)和6一苄基腺嘌呤(6-BA)，设置不同水平的处 

理如表 1、表 2所示： 

Tab 1 The hormones n3~ UlTIoftheinducing cotyledon callus 

Hormone(rag／L) M1 M2 M3 M4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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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实验效果比子叶较好。 

(3)此实验结果得出了比较高的甘草愈伤组 

织诱导率与相对生长量，可为进一步测定甘草愈伤 

组织大量培养系统中的生长量和有效成份含量提 

供前期实验参考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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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Cultivation of Glycyrrhiza Inflata Batal Callus 
HU Hai—ying，W U Xiao-ling，LIANG Xin—hua 

(L fe Science Institut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 ina) 

Abstract Callus was induced and cultured after inoculating cotyledon and hypocotyls of Glycyrrhiza in— 

flata Batal on MS medium with adding different kinds of hormones under dark situatio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ference medium to induce and culture callus by using cotyledon as ex— 

plants was MS+2，4一D(1 mg／L)+6BA(1 mg／L)with 1 00 inductive rate，at the same time，the ratio 

of both callus weight and explants weight was 1 5．37 times．In this experiment，the preference medium 

to induce and culture hypocotyls callus were MS+2，4一D(0．5 mg／L)and MS+2，4一D(0．5 mg／L)+NAA 

(0．5 mg／L)，the relation growth rate of callus under above two mediums were 381．52 9／6 and 498．80 9／6 

respectively． 

Key words Glycyrrhiza in ata，Tissue culture，Callus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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