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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单面针离体胚培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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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满足市场对单面针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资源的需求，解决单面针自然繁殖率低的问题，采用 L9(3 )正交设 

计，以单面针种子胚为外植体进行胚培养．结果表明：6-BA、NAA、消毒时间 3因素的最佳水平组合为Ms+6-BA 1 mg／L+NAA 0．4 

mg／L+消毒时间8 min，发芽率可达 86．7 ． 

关键词 ： 生物技术；单面针；胚；正交设计；组织培养；发芽率 

中图分类号 ： Q943．1；$759．82 文献标 志码 ： A 

In Vitro Embryonic Culture of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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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atisfy the market’s demands for the resources of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this paper conducted som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its natural propagation．cooperating with Zhuzhou Qianjin Pharmaceutical Co．Ltd．Using its embryos as 

in vitro culture materia1．orthogonal design L9(3 )as the test method，and setting up 6-BA，NAA and disinfected time as the three 

main factors(every factor having 3 level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est level combination is：MS+6-BA 1 mg／L+ NAA 

0．4 mg／L+ 8 min of disinfected time，the germination rate being 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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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针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又名蚬壳花椒、大叶花椒、大叶枇杷等，为芸香科花椒属木本植物，生 

于山地林中或路旁，主要分布在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及西南等省．单面针含有多种生物碱成分，其根、 

茎、叶均可入药，具有治牙痛、腰痛、咳嗽、活血化痰、妇女月经过多和产后月经不调等功效u j．由于它具有良好 

的药用价值，因此在药物生产中被广泛应用，随着需求量的加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利用生物技 

术方法对单面针的快速繁殖进行研究 ，找出离体胚培养的最佳条件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 

效途径．为此，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口~侣]，对单面针离体胚进行培养，并利用正交实验得出了离体胚的最佳培养条 

件，为今后单面针进行规模化生产奠定了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及其处理 

实验材料来 自湘西 ，单面针种子 由千金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用解 剖刀切破种壳 ，从胚囊 中取出胚，然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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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 酒精进行消毒，再用 0．1 氯化汞进行表面消毒，用无菌水漂洗 3～4次，再用无菌滤纸或纱布吸干，备用 ． 

1．2 培养基制作 

根据培养基的配方制备 MS培养基，调 pH值为 5．8～6．0，用 50 mL三角瓶分装，置于LDZX一40Ⅱ型自动 

电热压力蒸汽灭菌锅 ，于 1．06 kg／em 的压力下 121℃消毒 25 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类及质量浓度的激素对离体胚培养的影响 

实验以单面针离体胚为外植 表1 6-BA与NAA的组合 

体，用 MS固体培养基进行培养，在 

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种类及质量浓度 

的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观察离体 

胚的发芽率和污染率，实验结果见 

表 1～3．从表 1、表 2的对 比中可以 

看出，当保持 NAA质量浓度一致 ， 

改变 6一BA 的质 量浓度时 ，平 均发 

芽率为 48 ，最高发芽率为 65 oA； 

用 KT作为胚培养激素时，平均发 

芽率只有 39．2 ，最高发芽率为 

6O ，并且各质量浓度的6一BA对芽 

的诱导率都要比相应质量浓度的 

KT的高，说明各质量浓度的 6一BA 

对发芽率的影响要比KT的更为明 

显．当每组 6一BA的质量浓度保持一 

致时，取相同质量浓度的生长素 

NAA、IBA作对比实验，从表 1和表 

3的比较分析同样可以得出，NAA 

对发芽率的诱导要 比IBA 的效果 

好，因此在单面针离体胚培养过程 

中选用 6-BA和 NAA作为单面针 

离体胚培养激素是比较合适的． 

2．2 最佳培养方案的确定 

Table 1 The combination of 6一BA and NAA 

实 验 选 择 6一BA (A)、NAA 

(B)、消毒时间(C)3因素，每个因素 3水平，选用 L。(3 )正交表做正交实验，并对实验数据用’SPSS统计软件进 

行方差分析，同时用 LSD法对每因素各水平之间进行多重 比较[1。。．采用 MS琼脂培养基(7．5 g／L琼脂， 

20 g／L蔗糖，pH5．8)，于(25士1)℃、2 000 lx光照培养，15 d后统计发芽率，实验结果见表 4和表 5． 

通过对表 4数据的直观分析可以得出各因素内各水平之间的极差(R)．极差的大小反映了该因素的影响 

程度，极差大的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也大．从 R的大小可知，对发芽率影响因素的主次依次是：6-BA>NAA 

>消毒时间．从表 4还可得出各因素的最优水平组合为 A B：Cz，即 6-BA为 1 mg／L，NAA为 0．4 mg／L，消毒 

时间为 8 min，该组合对离体胚培养的发芽率可达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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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正交实验结果和直观分析 

Table 4 The result of orthogonal test and ocular analysis 

表 5方差分析的结果说明，因素 

A(6-BA)和 因素 B(NAA)对胚 的发 

芽率影响显著( ≤0．05)．经 I SD多 

重 比较得 出，因素 A的各水平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户一0．02，0．035，0．007 

<0．05)；因素 B的水平 1，2之 间无 

显著差异，2，3之间和 1，3之问均存 

表 5 I (3‘)实验结果方差分析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to the results L 9(3 ) 

在显著差异；因素C各水平之问无显著差异 “ ．由此可知，在单面针的离体胚培养过程中，要得到较高的发 

芽率，6-BA应当选用 1 mg／I ．生长素 NAA质量浓度选用 0．2或 0．4 mg／i 对实验影响不大，消毒时间(6、8、 

10 min)对结果的影响不明显．从正交实验的方差分析可知，生长素 NAA质量浓度在 0．2～0．4 mg／L范围都 

较适合胚的生长，但从苗的生长速度来看，NAA为 0．4 mg／I 时生长较好(见图 1、图 2)，因而激素 NAA选 

0．4 mg／L较为合适． 

图 1 NAA为 0．4 mg／I 时，20 d后的生长情况 

Fig．1 The growth after 20 days when NAA being 

at 0．4 mg／L 

图 2 NAA为 0．2 mg／I 时 ，20 d后的生长情况 

Fig．2 The growth after 20 days when NAA being 

at 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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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通过实验对适合单面针生长的各种激素进行了筛选，并通过正交实验得出了最佳培养条件．综合正交实验 

的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6-BA、NAA、消毒时间 3因素的最佳水平组合为 MS+6-BA 1 mg／L+NAA 

0．4 mg／L+消毒时间 8 min，该组合对单面针离体胚培养的发芽率可达 86．7％．这个实验结果为单面针这一 

紧缺资源的快速繁殖、无性系的建立以及基因转化遗传育种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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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1)本文中首先建立了全面的森林火险区划评判因子体系 ，利用 15个指标来对森林火险进行区划，并通过 

GIS来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处理，较前人研究时用 5～7个指标更具全面性和科学性． 

(2)聚类分析法通过研究样本数据间的联系，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火险区划分析，使火险相同的地区归为 
一 类，通过分析，共得到 3大类，即：样地 1、2、3、9为一类，火险最高；样地 4、7、10、l1、15为一类，火险次之}其 

余的样地 5、6、8、12、13、14为一类，火险最低．此种分类的优点是速度快，精度高，方法科学． 

(3)利用聚类分析法对森林火险进行区划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但其分类效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今 

后的研究应就同一样本中各因子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在保证信息全面的情况下精简分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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