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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半枝莲的离体快繁 

瞿大枞，陈崇顺 ，王轶，杨燕燕，曹伟杰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以茎尖为外植体进行 了离体快繁研 究。利用 6-BAxIBA和 6-BA~NAA两种激素组合诱导丛生芽，6-BAxIBA激素组合的最佳增 

殖培养基是MS+6一BA0．5mg／L+IBA 0．1 mg／L，增殖系数可达 6．5；6一BAxNAA激素组合的最佳增殖培养基是 MS+6-BA 0．5mg／L+NAA 0 

mg／L，增殖系数可达6．1；两种组合无显著性差异。在 MS基本培养基上即可生根且长势良好，生根率为 100％；诱导丛生芽试验中6一 
BA浓度不能超过0．5 mg／L，否则会有愈伤组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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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Propagationin Vitro ofScutellariabarbataD．Don 

QU Da-zong et al(College of Life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 10097)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wild resource ofScutellaria barbara D．Don，its rapid propagation in vitro was studied using shoot-tip as expla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mediums for the bud differentiation were MS+6-BA 0．5 mg／L+IBA 0．1 mg／L and MS+6一BA 0．5 mg／L+NAA 0 

mg／L．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two were 6．5 and 6．1．respectively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MS medium was 

the optimal medium for root formation and the rooting rate was l0H0％ ．Concentrations 0f 6一BA should be lower than 0．5 mg／L in order to avoid 

callus formation during shoot induction． 

Kev words Scutellaria barbara D．Don；Rapid propagation vitro：Induction 

半枝莲(Scutellari0 barbat0 D．Don)为唇形科黄芩属植 

物，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淤、消肿止痛等功效，是近年来国 

内外抗肿瘤中药的研究热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年重 

点推荐发展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由于对半枝莲需求 

量的增大，其野生资源也 日益匮乏。目前对半枝莲的研究多 

集中于有效药用成分的测定和临床药理研究_l_，而对其组织 

培养和育种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笔者对半枝莲优良植株 

进行离体快繁，有利于半枝莲野生资源的保护和优良植株 

性状的保持。同时，为半枝莲多倍体育种以提高有效药用成 

分做准备旧。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的选取 ，试验种子在安徽省毫州中药材市场 

购得，经南京师范大学张光富副教授鉴定。种子在花盆里发 

芽成苗，20 d后苗长 2～3 cm时切取 1 cm长的健壮茎尖，自 

来水冲洗 40 min，移入超净T，作台。经含 2％活性氯的 

NaC10溶液消毒 5 min，无菌水冲洗 3～4次，每次 1～2 min， 

最后转入 MS基本培养基，获得无菌小苗 。无菌小苗在 MS 

基本培养基『含蔗糖 30 g／L、琼脂 6 g／L，pH值为(6．0±0．2)1生 

长 30 d后苗长约4～5 cm时，切取外植体。 

1．2 不同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将长约 I cm的茎尖 

作为外植体接种至添加 6-BA(浓度梯度 0、0．1、0．5、1 mg／L) 

xlBA(浓度梯度 0、0．1、0．2、0．5 mg／L)和 6-BA浓度梯度(0、 

0．1、0．5、1 mg／L)xNAA(浓度梯度 0、0．1、0．2、0．5 mg／L)2种组 

合的 MS培养基上诱导丛生芽。每处理样品量为40个外植 

体，40 d后统计增殖系数。根据外植体在培养基上的增殖系 

数和生长状况来确定最佳繁殖培养基 。 

1．3 不同激素对生根的影响 以诱导出的长度约为 1 cm 

的丛生芽为外植体接种至添加 6-BA(浓度梯度 0、0．1 mg／L) 

xlBA(浓度梯度 0、0．1 mg／L)和 6一BA(浓度梯度 0、0．1 mg／L) 

xNAA(浓度梯度 0、0．1 m T 12种组合的 MS培养基 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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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样品量为40，根据生根的数量和健壮程度来确定最适 

生根培养基。 

1．4 组织物理条件 以上组织培养过程中的培养条件为： 

光强(1 800_+200)lx、温度(24_+2)℃和光周期 18 h／d。 

1．5 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用 SPSS 13．0统计软件对相关 

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排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2．1．1 激素 6-BAxlBA组合对丛生芽的诱导。结果见表 1， 

从第 5组处理至第 10组处理，随着 6_RA浓度的增大，诱导 

的丛生芽数 目增多，但芽长逐渐变短，芽顶端对生叶变小直 

至消失，同时伴有玻璃化现象；茎段逐渐膨大，颜色渐变成 

深绿，至 6-BA浓度为 1 mg／L时成绿色愈伤组织。通过 SPSS 

统计分析，第 10组这个组合诱导的丛生芽数目最多，增殖 

系数为 6．5，除与第 9组在 0．05水平上无差异外，与其他组 

均在 0．05水平上有差异。同时观察表明，该组合的芽苗长 

势最好。 

2．1．2 激素6-BA~NAA组合对丛生芽的诱导。表 2表明，外 

表 1 不同激素(6--BAxIBA)浓度对丛生芽诱导的影晌 

注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有差异。下表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5卷 17期 许袄森 牙鲆Mx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5095 

70．9 

59．8 56-3 

73．5 66．5 59．7 

58．9 56．8 74．2 59．9 

注 ：1为牙鲆  ̂；2为 日本比目鱼Mx；3、4、5分别为大西洋鲑 Mxl、Mx2、Mx3；6、7、8分别为虹鳟 Mxl、̂ 2、Mx3；9为斑马鱼 MxE；10为鲫鱼 Mx； 

11为河鲈；l2、l3、l4分别为挪威小鼠 Mxl、Mx2、Mx3；15、16分别为大鼠Mxl、Mx2；17、18分别为人 MxA、̂ B。图 3同。 

52．9 1OG0l益shMx 

50 40 3O 2O l0 0 

图3 根据Mx基因核苷酸序列所得部分脊椎动物的分子进化树 

为 88．3％、96．5％；大西洋鲑Mxl和大西洋鲑 Mx只有4个 

氨基酸的差异，同源性高达99．2％，可能是同一个位点上的 

2个等位基因；大西洋鲑 Mxl与大西洋鲑 Mx3有 17个氨基 

酸不同，大西洋鲑 Mx3可能代表另一个基因位点，但是虹 

鳟和大西洋鲑都是四倍化的鱼类，鱼体内存在多种 Mx蛋 

白是否是由于它们的染色体组加倍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证明。在斑马鱼上也发现有Mx和MxE 2种类型，但令 

人意外的是，两者之间的同源性却很低，只有47．7％，不可 

能是一对等位基因(吴海峰等，2004)。将已知鱼类 Mx蛋白 

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发现斑马鱼 MxE与鲫鱼 Mx 

的同源性却很高，达 8O．5％。但是从表 1可以看出牙鲆与这 

(上接第5066页) 

2种 Mx蛋白(斑马鱼 MxE、鲫鱼 Mx)的比较结果明显低于 

其他 15种 Mx蛋白，其结果甚至还没有哺乳动物与其他鱼 

类 Mx的同源性高。如牙鲆 Mx蛋白与斑马鱼 MxE、鲫鱼 Mx 

的同源性分别为 50．5％、50．8％，而与人 MxA、小鼠Mx2、 

Mx3的同源性为 55．1％、53．3％、53．5％，均略高于其与斑马 

鱼 MxE、鲫鱼 Mx的同源性。那么，是否别的鱼类也存在这 

种现象?Jong-young Lee等(2000)在河鲈白血球 cDNA文库 

中用 DNA-DNA杂交印迹只发现一种河鲈 Mx蛋白；Wai Ho 

YaD等(2003)也曾用 Southem杂交及登陆纯染色体组数据 

库对比查询的方法来证实红鳍东方纯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 

Mx蛋白，结果也只发现一种 Mx蛋白。牙鲆的Mx蛋白是否 

有其他类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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