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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紫锥菊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路 梅’，张发成 ，王俊平’ 

(1．浙江师范大学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金华市植物保护站，浙江 金华 321017) 

摘 要：以紫锥菊种子萌发的子叶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试验。确定了紫锥菊快繁体系的最适培养条件： 

(1)种子发芽培养基：Ms+IAA 0．1 mg／L+6_BA 1．0 rag／L；(2)愈伤诱导培养 基 ：Ms+6_BA 1．0 mg／L；(3)不定 

芽分化培养基 ：Ms+NAA O．2 mg／L+6．BA 2．0 rag／L；(4)生根培养基 ：I／2MS+NAA O．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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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锥菊 (Echinacea Purpurea)为菊科 、紫锥菊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紫锥花或紫松果菊，因其 

头状花序形似松果而得名。原产于美洲，是印第安 

人的传统草药。早在 17世纪，美国土著人就已使 

用紫锥菊来治疗感冒、咳嗽等多种疾病。20世纪 

初期 ，紫锥菊被引入欧洲。在欧美 ，紫锥菊产品已 

被批准为非处方药，成为每个家庭常备的免疫增强 

剂，近 l0年来一直高居美 国草药市场份额销售排 

行榜的前5名 ’ 。 

紫锥菊含有多菊苣酸、咖啡酸衍生物、烷基酰 

胺类和精油等多种有效成分，能诱导人体产生干扰 

素和白细胞介素，激活免疫系统，全面增强免疫能 

力口 ]。此外，还具有抗菌、抗肿瘤和杀虫等作 

用 。 

做为一种极具商业价值的草药和观赏植物，紫 

锥菊先后在我国北京 天津和长沙 等地区引种成 

功。但是，由于紫锥菊性喜砂壤土和充足的肥料， 

只适于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种植，从而限制了国内 

种植规模，进而延缓了药剂合成和新产品开发。到 

目前为止，国内外对紫锥菊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有效 

化学成分的提取和药剂的合成，关于其组织培养 

和基因转化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 

本研究初步探讨 了紫锥菊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 

殖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紫锥菊种子由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提供。 

1．2 培养基 

除生根培养基 l／2MS+NAA 0．2 mg／L外，其余 

均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所加蔗糖浓度为 30 L， 

琼脂为 6 g／L，pH值为 5．8。培养基分装于 150 ml 

的三角瓶内，每瓶35 mI，封口后 121℃下高压灭菌 

20 min。每个处理均重复 3次 ，每次 6瓶 ，每瓶接 

种外植体 4～6个。 

1．3 方法 

1．3．1 无菌苗的培养 

将种子用 自来水 冲洗 30 min后，置于超净 台 

上，先用 70％乙醇浸泡 30 s，无菌水冲洗 3次，再 

用 0．1％ HgCl2消毒 15 rain，无菌水冲洗 4次。无 

菌滤纸吸干水分后接种 到不 同的发芽培养基中培 

养，每瓶接种 7粒，置 于 25℃ ±3℃，光照 度 

l 500～2 000 lx，每天光照时间为 12 h的人工气候 

室中培养 ，获得无菌苗 。 

1．3．2 愈伤诱导 

取无菌苗呈绿色的子叶部分 ，切成 5 mm 左右 

的小块，接种到不同的愈伤诱导培养基中。每瓶接 

5块 ，培养条件同上。 

1．3．3 分化培养 

当子叶愈伤组织致密度较高时，取嫩绿部分放 

入不 同的不定芽分化培养基中，观察不定芽发生情 

况。培养条件同上。 

l、3．4 生根培养 

不定芽长至约 0、5～l em时 自基部切下 ，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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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培养基 (I／2MS+NAA 0．2 mg／L)中。培养条 

件同上。 

1．3．5 再生苗移栽 

当紫锥菊幼苗的幼根在生根培养基中长到 2～ 

3 cm左右时 ，除去封口膜，在室内强光下锻炼 7 d 

后，用清水洗净根部琼脂培养基后，假植至含水量 

60％的营养土 (腐殖质 ：珍珠岩为 3：1)中，盖塑 

料薄膜 3～5 d，20 d后移栽大 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将种子接种到不同的诱导培养基，3 4 d后可 

以见到种子陆续发芽，统计接种 10 d后的发芽率 

和子叶发生率。培养结果表明：不同培养基对种子 

发芽的诱导存在显著差异 (表 1)。IAA 0．1 mg／L的 

使用可以提高种子发 芽率 ，而当 IAA与 6一BA 1．0 

mg／L搭配使用时，种子诱导发芽的效果最好。相 

反．当LAA与 zT搭配使用时，种子的发芽率和子 

叶的发生率却降低至 36．9％和 l6．7％，说明z，I'的 

存在不利于种子的发芽。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2．2 6-BA浓度对子叶愈伤诱导的影响 

根据 6一BA不同浓度对愈伤诱导的影响，设计 

了4种培养基 (表2)。接种到诱导培养基培养 10 d 

左右，接触到培养基的外植体表面便可见米粒状愈 

伤组织，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别为 80％、100％、 

90％和 80％。综合愈伤组织的质地、颜色和诱导 

率．6一BA的浓度为 1．0 mg／L时，诱导效果最为理 

想，不仅愈伤组织产生的时间早 (接种第 8 d时产 

生愈伤组织，比其它 3种浓度的处理分别要早2 d、 

7 d和 7 d)；而且质地紧密，呈浅绿色。6一BA浓度 

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高质量愈伤组织的产生。 

2．3 不定芽分化和增殖培养 

表 2 不同6-BA浓度对子叶愈伤诱导的影响 

将由M8培养基诱导出的高质量愈伤组织切成 

1 clTl2大小的小块作为外植体转接到培养基 M1 1～ 

M14中，分别进行不定芽分化诱导。10 d后 ，在愈 

伤组织上可见绿色颗粒状突起，继而产生大量的不 

定芽。在 M12培养基中，不定芽的分化率达到 

80％，明显高于其它培养基 ，说明 NAA和 6．BA是 

紫锥菊不定芽分化所需的充分条件。但是 ，在两者 

搭配使用时 ，NAA浓度 高于 0．5 mg／L或低 于 0．1 

mg／L时，都会抑制分化 的产生 (表 3)。 

表 3 不同 NAA浓度对子叶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注：“+”表示生长势一般；“++”表示生长势较好。 

2．4 不定芽生根培养 

分化不定芽长至 1～2 cm左右时，既可 以切下 

移人生根培养基 M15(I／2MS+NAA 0．2 mg／L)中 

进行不定根的诱导 ，15 d后可见白色的不定根 ，生 

根率 100％。根生长很快 ，大约 2～3 cm长时，就 

可以进行炼苗处理。 

2．5 炼苗移栽 

将已生根的瓶 口打开 ，注入少量清水 ，以免瓶 

内湿度降低过快，室温强光炼苗 4～5 d后，移植 

到营养土中 (腐殖土：珍珠岩为 3：1)，成活率可达 

90％以上。从种子消毒接种到小苗出瓶，需要大约 

50～60 d，达到了快速繁殖的要求。 

3 小结 

选用紫锥菊的种子萌发而获得外植体进行组织 

培养，种子发芽快，污染率低，外植体成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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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大豆浙秋豆 2号的选育经过与栽培要点 

傅旭军，李百权，袁凤杰，朱丹华，朱文英，朱申龙 

(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 作物与核技 术利用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1) 

摘 要 ：浙秋豆 2号是浙 江省农业科学院作 物与核技术 利用研究 所育成 的秋大豆 品种。2003年 3月通过浙 

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在试种中表现熟期早 、高产稳产、抗病性强等特点。其栽培要点为适 

期播种、适当密植、科学施肥、中耕培土、及时防治病虫害等。 

关键词 ：秋大豆 ；浙秋豆 2号 ；选 育；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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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秋豆 2号是浙江省农科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 

研究所育成的秋 大豆品种。2003年 3月通过浙江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表现成熟期较早 、 

产量高 、结荚性好 、籽粒大、外观漂亮 、抗病性强 

等特点。适宜在浙江省各地秋季种植，特别适宜在 

肥力中等或较为贫瘠的旱地种植。现将浙秋豆 2号 

的选育经过、特征特性与栽培要点总结如下。 

1 选育经过 

1988年春以杭州地方品种杭州九月拔为母 本、 

衢州地方品种毛蓬青为父本配制杂交组合。1989～ 

1990年在浙江省农科 院试验场种植 ，自交加代形 

成杂种后代分离群体，1991 1996年采用系谱法选 

拔优 良单 株，于 1997年 获得 优 良稳 定 的株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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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了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的速度 ，有效缩短了再 

生植株 的培养时间。 

在整个组织培养过程中，选用的都是极为常见 

的植物生长激素，如 IAA、NAA、6．BA和 zT等。 

这些植物激素的作用原理和使用方法，都已研究得 

非常透彻，且市场价格较低。在试验的过程中，设 

置不同浓度激素组合使用，目的在于寻找最经济最 

高效的组织培养条件，最大程度的降低生产成本。 

这也是开展快速繁殖试验的最终 目的之一。 

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植 

物，紫锥菊组织培养技术的建立，不仅可以解决我 

国南方引种问题 ，而且也为今后有效外源基因的构 

建和转化奠定 了基础，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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