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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刺五加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的研究 
韩宏义，郑 静，白 鹏 

(丹东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辽宁 丹东 118109) 

摘 要：选用刺五加的茎尖为外植体材料，采用正交试验方法研究了激素对刺五加愈伤组织分化、继代培 

养、不定芽发生及生根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刺五加的最佳初分化培养基为 MS+6一BA 2．0 mg／L+KT 0．8 

mg／L+NAA 0．10—0．15 mg／L，继代芽分化培养基MS+6一BA 0．5 mg／L+IAA 1 mg／L+IBA 0．8 mg／L，生根 

培养基为 1／2MS+IBA0．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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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Breeding of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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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buds were used as research materials． It was determined by the or- 

thogonal test that callus differentiation，subculture，shoot and root induction of the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were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horm one combinations of culture media． The results showed MS +6 一 BA 

2．0 mg／L+KT 0．8 mg／L+NAA 0．10～O．15 mg／L was the most favorable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ofAc． 

Ⅱ， 0pⅡ7 senticosus tissue culture，MS+6一BA 0．5 mg／L+ IAA l mg／L+IBA 0．8 mg／L was the one for 

subculture of regeneration bud，and 1／2MS+IBA 0．4 mg／L was the one for root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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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 [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et 

Maxim．／Farms)]，属五加科植物。春季嫩茎叶可 

作优质山野菜食用；根、茎、叶、果实均可人药。近 

年来新的研究表明，刺五加能有效地抗肿瘤、抗疲 

劳、抗衰老，提高免疫力 ，并对心血管有很好的保 

护作用，是十分珍贵的药物资源。就目前临床供 

药而言，主要从刺五加根和茎中提取。资源消耗 

与日俱增，已使刺五加植物濒临灭绝的危险。为 

实现其持续利用，建立组织培养技术能在短期内 

繁殖大量苗木，对保护这一珍惜植物物种和合理 

开发利用这一药物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取野生刺五加当年形成的越冬枝条，室内 

培养至刚刚萌发，用解剖刀切下芽，然后将外植体 

用 自来水冲洗 30 min，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1％洁 

尔灭表面灭菌 15 min，再用 0．1％升汞浸泡 l5 

min，无菌水冲洗5次后，切下解剖芽接种。 

1．2 试验方法 

分别采用正交试验方法测定不同浓度比例的 

激素对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继代芽分化和芽生 

根的影响。本试验中的基本培养基为 MS。附加 

蔗糖浓度为3％，琼脂浓度为 0．6％，pH5．8，培养 

温度为 25 c【=，光 照度 1 500～2 000 lx，光 照 

12 h／d。 

1．2．1 愈伤组织诱导分化培养基的筛选 在植 

物组织培养中，培养基是否合适 ，植物激素的配比 

是至关重要的。用正交试验对筛选出的植物激素 

浓度进行优化，选用正交表 (3‘)，因素 一水平 

设计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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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浓度与比例的激素对外植体 

分化影响的设计 

1．2．2 继代培养基的筛选 

表 2 不同浓度与比例的激素对继代芽 

分化影响的设计 

1．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植物的生根多数都 

是用生长素单独完成的，IBA有较好的生根作用。 

本试验采用0—1．6 mg／L的IBA进行生根试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诱导分化培养基的筛选 

将无菌外植体，放人按正交试验所设计的不 

同浓度与比例的激素诱导培养基上，每组外植体 

个数为 3O个。7～1O天后芽开始萌动生长，15天 

左右芽基部有黄色瘤状愈伤组织出现，45天后将 

诱导出的颗粒状愈伤组织与外植体分开。试验结 

果见表3。 

从表3极差 R分析表明，三因素影响诱导率 

的主次关系依次是 6一BA浓度 >KT浓度 > 

NAA浓度。为了进一步判断试验误差与试验条 

件是否影响试验结果，将正交试验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找出这些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变异来源，结 

果表明，6一BA浓度 F=21．88446>Fo．ol(3，7)= 

8．35，差异极显著；KT浓度 F=7．51719>Fo．o5(3， 

7)=4．35，差异显著，即激素 6一BA和 KT是影响 

愈伤组织 分化 的 主要 因素。而 NAA 的 F= 

0．59656<Fo
．o5(3，7)=4．35，差异不显著，表明 

NAA不是影响的主要因素。这样可以从试验结 

果(表 3)的平均值大小确立最佳提取条件为 

A4B2C2，即最佳培养条件：6一BA浓度为 2mg／L， 

KT浓度为 0．8 mg／L，NAA浓度为 0．1 mg／L。因 

方差分析 NAA浓度间差异不显著，用 0．15 mg／L 

浓度也可，即本试验中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率最高 

的组合 A4B2C。，诱导率高达96．67％。 

表 3 愈伤组织诱导分化培养基正交试验结果 

2．2 继代芽分化培养基的筛选 

将外植体分化芽3O个，分别接到继代培养基 

中，使其达到较高的芽增殖数和有效芽数，2O天 

后分化出丛生芽，结果见表4。 

从表4极差 R分析表明，三因素影响诱导分 

化率的主次关系依次是 IBA浓度 >LAA浓度 >6 
一 BA浓度。方差分析结果表明，LAA浓度的 F= 

5．82678>Fo
． o5(3，7)=4．35，差异显著；IBA浓度 

的F=10．77307>Fo o1(3，7)= ． ，差异极显． 8 35 

著，表明LAA和 IBA是影响继代芽分化的主要因 

素。而6一BA浓度的 F=0．25667< o5(3，7)= 

4．35，差异不显著，表明激素 6一BA不是影响继 

代芽分化的主要因素。这样可以从试验结果(表 

4)确立最佳提取条件为 A B。C：，即最佳培养条 

件：6一BA浓度为0．5 mg／L，IAA浓度为 1mg／L， 

IBA浓度为 0．4 mg／L。因方差分析 IBA浓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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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显著，用0．8 mg／L也可。即本试验中继代 

芽分 化 率 最 高 的组 合 A。B，C，，分 化 率 高 达 

83．33％ 。 

表4 继代芽分化培养基正交试验结果 

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选用 1／2MS，将株高适中、健壮的继代单芽 

30株，分别插入不同 IBA浓度的 生根培养基中， 

试验结果见表5。 

从表 5可以看出，刺五加生根率与 IBA浓度 

在一 定 范 围 内呈 正 相 关，IBA 浓 度 为 0～ 

0．4 mg／L时，刺五加的生根率随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当IBA浓度为0．4 mg／L时，表现为萌动时间 

短，根数多，生根率高。IBA浓度超过 0．4 mg／L， 

生根率开始下降、苗长势差。由此可见，IBA的浓 

度对刺五加生根率和苗的长势有一定影响。 

表 5 不同浓度与比例的激素对生根的影响 

3 小结 

外植体最好取材室内培养的嫩芽，这样更有 

利于消毒时间的控制。 

试验结果表明，培养基中激素配比对刺五加 

愈伤组织的分化和诱导生根有很大的影响。刺五 

加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MS+6一BA 2 mg／L+KT 

0．8 mg／L+NAA 0．15 mg／L，与正交表计算得出 

的最佳组合 A4B：C：基本一致，诱导率为96．67％； 

MS+6一BA 0．5 mg／L+L A 1 mg／L+IBA 0．8 

mg／L培养基对刺五加继代芽分化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平均有效芽达 76．67％，达到继代壮苗同 

步，既可实现高增殖率，又能保证分化出的芽粗 

壮，正常生长，与正交表计算得 出的最佳组合 

A。B3C：基本一致。促进刺五加继代芽生根比较 

有效的培养基是 1／2MS+IBA 0．4 mg／L，生根率 

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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