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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台湾金线莲快繁技术研究 

孔琼 ，袁盛勇2，张庭香 ，查应洪4，张薇 (1．云南红河学院生物系，云南蒙自66l10o；2．云南红河学院农学系，云南蒙自 
661100；3．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4．云南省屏边县组培育苗有限公司，云南屏边 661200) 

摘要 [目的]为台湾金线莲的深入研究提供种源：[方法]以带腋芽的台湾金线莲茎段为外植体，用不同培养基诱导丛生芽，并进行生 

根诱导，建立一套快速繁殖体系。[结果]单独加入 1．O～4．0mg／L 6-BA的培养基使台湾金线莲丛生芽的增殖倍数从 2．3增至 4．5；同时 

添加 6-BA和 2，4一D时，丛生芽的增殖倍数明显增加 ，6-BA和2，4一D浓度分别为2．O、O．4 nc／L时，丛生芽的增殖倍数达 8．1。1／10MS培养 

基较适宜生根诱导。活性炭浓度小于O．1％有利于组培苗的生根及生长，生根所需时间较短，平均生根数有所增加，植株生长健壮，经过 

1O～20 d的炼苗，移栽成活率达 95％以上。[结论]台湾全线莲丛生芽诱导的适宜培养基为 MS+1 0 nc／L +O．2 nc／L NAA +2．0 

H L6-BA+0．4 r,g／L 2，4-D，生根诱导的适宜培养基为 1／10MS+0．5 nc／L NAA+5％香蕉泥 +O．05％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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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 Propagation ofMedical Plant lhiwan Anoectoch／／usfo,mosonus 
KONGOlong et al (Department ofBiology，Honghe University，Mengzi，Yannan 661lm) 

Abstract [Objective]The stuay aimed to supply seed soui~es for deeply researching Taiwan Anoectochilus ．[Method]With stem segments 
h~ving axiUary buds ofTaiwan A．尼 as explants，the different nledia were used to induee clustered buds and conduct rooting induc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set of rapid propagation system．[ResultJ TheⅡ砌 a added 1．O～4．0 L6-BA solely increased 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A． 
clustered buds from 2．3 to 4．5 times．When 6-BA and 2，4-D were added at the sanle．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clustered buds increased obviously． 

When the concentrations of6-BA and 2，4-D were 2．0 and 0．4 ng／L resp．．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clustered bu ds reached 8．1．1／10 MS nl~ urtl 

was more suitable for rooting induetion．The active ca143Oll concentration smaller than 0．1％ was favorable for the rootir~ and growth of tissue cultured 

~ lmgs，the time neededf0rtal( rootwas sho~erandthe average m0t nan~oer had someincrement，the plant grew healthilyandthetransplant sur— 

vival mle was over 95％ after seedling．hardening for 10～20 d．1 Conclusionl The optinaun nl~ ui'n was MS+1．0 mg／L KT +0．2 nc／L NAA +2．0 

n L 6-BA+0．4 nc／L 2，4-D for inducing clustered buds ofTaiwan A． d， and was 1／10 MS+O．5 n1g／L NAA+5％ banana iuice+0．05％ 

active carbon for their rooting in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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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线莲(Anoectochilus厂。册 。n )是一种兰科多年生 

药用草本植物，素有“乌人参”美称，具有较高的观赏和药用 

价值。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都有分布，我国主要分布 

于福建、广东、云南等地_1 。由于该植物含有大量具有药理 

活陆的苷类 、黄酮 、糖类、有机酸等化学成分 ，因此有调节内 

分泌、强心利尿、降血压等功效一 。近年来，台湾科学家发现 

该植物的提取物具有抗乳腺癌的作用 l3一。但由于其具有种 

子细小、胚胎发育不完全 、自然繁殖率极低 、生长极为缓慢等 

特性，单纯依靠野生资源远不能满足医药事业的需求量。因 

此笔者采用植物组织培养对台湾金线莲进行快速繁殖 ，以期 

建立一套快繁体系，为该药材的深入研究提供种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台湾金线莲取自云南屏边县组培育苗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培养条件。采用固体培养基，培养基中含3％蔗糖、 

0．7％琼脂 ，将培养基 pH调至 5．5～5．8。培养室温度 25～28 

℃，光照 l0～14 h／d，光照强度 2030～3 030 lx。 

1．2．2 丛生芽诱导。选取 3个月苗龄的无菌苗为外植体。 

将外植体切成长0．5～1．0 cm且含有 1个腋芽的茎段，接种 

于不同培养基上进行丛生芽诱导。基本培养基为 MS+KT 

1．0 nc／L+NAA 0．2 nc／L，分别添加不同浓度 6-BA(1．0、2．0、 

3．0、4．0 nW'L)和 2，4-D(0．1、0．2、0．3、0．4 nc／L)。培养 60 d 

后，进行丛生芽诱导增殖统计。 

1．2．3 壮苗及生根。将长2．0—2．5 cm小苗接种于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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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和 1／10 MS 4种基本培养基并附加NAA 0．5 mg／L进行生 

根诱导培养，筛选适合的培养基，同时添加 5％香蕉泥和不同 

浓度活性炭(0．0l％、0．(15％、0．10％、0．20％)，培养 30 d后统 

计生根情况。选取植株健壮、根系发达的组培苗炼苗移栽。 

2 结果与分析 

2．1 丛生芽诱导 在组培过程中，金线莲茎段的分化和生 

长的时间较长，一般 22 d后肉眼才能观察到形态变化。刚长 

出的小芽为黄白色，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逐渐转为黄绿色。 

经60 d诱导培养，含细胞分裂素6-BA和生长素 2，4一D的培 

养基均能诱导含有腋芽的金线莲茎段产生丛生芽。由表 1 

可见 ，添加 2，4一D有利于丛生芽的诱导。单独加入质量浓度 

为 1．0～4．0 mw'L 6-BA的培养基能使金线莲丛生芽增殖倍 

数从 2．3增到 4．5；同时添加 6-BA和 2，4一D时，丛生芽增殖倍 

数进一步提 高，且 当 6-BA和 2，4一D浓度分别为 2。0和 0。4 

mg／L时，增殖倍数达 8．1。 

2．2 壮苗及生根 含有低浓度无机盐的基本培养基有利于 

组培苗的生根诱导和生长发育。由表2可见，1／10 MS较适 

宜生根诱导。当加入不同浓度的活性炭后，能显著影响金线 

莲的壮苗及生根。当活性炭浓度小于0．10％时，有利于组培 

苗的生根及生长，生根所需时间较短，平均生根数有所增加且 

植株生长健壮；活性炭浓度大于0．10％时，影响根发育，苗生长 

缓慢，叶表面出现缺乏营养症状。适宜壮苗及生根的培养基配 

方为 1／10 MS+NAA 0．5 nc／L+5％香蕉泥 +0．05％活性炭。 

2．3 炼苗移栽 选取根系发育良好的健壮组培植株进行炼 

苗移栽。将敞开的组培瓶置于温室下炼苗5～7 d后，洗去根部 

残留的培养基并假植于蛭石中，保湿培养 10～15 d，直接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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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光周期对小麦穗分化的影响：第一，随短日处理后延，短 

日延迟作用减弱。光周期不敏感品种受到的影响程度要小 

于光周期敏感性品种。第二，短 日延迟作用有一定的“滞后 

期”。小麦植株始终处于短日情况下，至二棱期时，已分化的 

叶原基仍有部分叶原基尚具有不确定性，可向成叶或小穗原 

基双向转化。短日抑制小麦生育进程，并且，小麦在长 日处 

(上接第2272页) 

到基质(蛭石：腐殖质：木炭=1：3：2)中，成活率达95％以上。 

表1 不同植物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q／llble 1 Effects 0fdifferent plant hormanes帅 induction 0f clusterlauds 

表2 不同基本培养基及活性炭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llible 2 Eff ects 0f different ba c media and different active carbon O帅- 

c日缸棚 帅 帅 rooang 

3 讨论 

选取金线莲茎段作外植体，参考前人的研究基础，固定 

理下，二棱初期至开花所需天数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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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培养基配方，变换激素种类和质量浓度，采用 8种培养 

基对丛生芽进行诱导，结果表明，不同的植物激素种类和质 

量浓度对丛生芽诱导有明显影响。同时加入 6-BA和2．4一D 

时，丛生芽分化率明显增加；其中Ms+KT 1．0 mg／L+NAA 

0．2 mg／L+6-BA 2．0 mg／L+2，4一D 1．5 mg／L培养基适宜金线 

莲丛生芽的诱导。不同基本培养基和不同浓度活性炭对生 

根诱导实验表明，1／10 MS是最适宜的基本培养基，这与何云 

芳等_4J的研究相一致，且低浓度的N、P、K营养成分有利于生 

根诱导；添加不同浓度活性炭有利于金线莲的生根及生长， 

当活性炭浓度高于0．10％，苗生根及生长受阻，低于0．10％ 

时，生根时间提前。大量研究表明，活性炭有利于金线莲生 

根诱导l ]，浓度过高时，培养基中的营养物质被其所吸附， 

使苗生长发育受阻；浓度低时，可使培养基变黑，模仿黑暗环 

境有利于试管苗的生根和防止在生长过程中释放到培养基 

中的酚类物质，促进试管苗的生根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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