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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鼠尾草的组织培养研究 

沙 红 ，廖 康 

(1．新疆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91；2．新疆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乌鲁木齐 83oo52) 

摘 要： 以鼠尾草种子接种在 MS培养基上发芽获得无菌苗。将生长整齐一致的茎作为外植体接入不同激素浓 

度组合的 MS的培养基上增殖培养 、生根培养。结果表明，茎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0．8 mg／l ，BA对药用 

鼠尾草平均嫩芽增殖有极显著的影响。最佳生根培养基 1／2MS+IBA 0．8 mg／I +蔗糖 2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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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in Medical herbs Salavia officinal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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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eds of Salavia 0fficinalis I ．were cultured as explant in MS medium．And its stems were 

subcuhured in mediums of different corporation of two kinds hormone concentration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ptimum medium of stem proliferation is MS+0．8 mg／I 6一BA．Adding NAA(0．1～1．5 mg／L) 

and IBA(O．1～1．5 mg／I )in Mediums of different hormone can only induce few roots．The highest ratio of 

rooting of Salavia officinalis L．can reach 7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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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鼠尾草(Salavia ofJ icinalis I ．)是一种香 

气浓烈、甜中带着微苦味的药用芳香植物l】]，从药用 

鼠尾草叶片中提取的香精油或挥发油含有鼠尾烯、 

蒎烯、桉树脑、冰片和樟脑等，可供药用。药用鼠尾 

草除了具有防腐、抗菌、抗炎、安神的效果外，还是妇 

科良药，也有美肤的效果 l。药用鼠尾草精油亦可 

作为食用调香剂，用于肉类食品炖卤、煲汤或香肠、 

罐头食品、奶制品的调味剂。目前栽培品种为原生 

鼠尾草、黄金鼠尾草、三色鼠尾草、粉萼鼠尾草[3]。 

药用鼠尾草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及利用。 

1 材料和方法 

l_1 材 料 

药用鼠尾草为低温贮藏的种子，由新疆芳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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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公司提供。 

1．2 方 法[ J 

药用鼠尾草种子用 0．2 mg／I GA。处理 24 h， 

再用 7O 酒精浸泡 3O S，0．1 的升汞浸泡 6～ 

8 min，无菌水冲洗 3～4次，接人 MS培养基中，黑 

暗条件下发芽获得无菌苗。 

出苗后培养在光照强度 2 500～3 000 lx，每天 

光照时间 14～16 h，温度(25±2)℃条件下，成苗后 

继代培养。将生长整齐一致的茎接人附加不同成分 

组合的 MS的培养基上继代增殖培养、生根培养和 

炼苗移栽_6]。每瓶接种 5个茎，每个组合重复 5次。 

各种培养基不加特殊注明时，均附加 3 蔗糖，琼脂 

0．65 ～0．75 ，pH 值在分装灭菌前调至 5．8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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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增殖培养 

药用鼠尾草在 MS+BA 0．8 mg／L+IBA 0～ 

0．08 mg／I 这一组合比其他组合的平均嫩芽增殖数 

要高(表1)，最佳增殖培养基为 MS+BA0．8 mg／I ， 

平均嫩芽增殖倍数为 6．28。随着 BA浓度增加(大 

于0．8 rag／L)时，药用鼠尾草平均嫩芽增殖倍数开 

始减少，茎基部愈伤组织明显变大，出现玻璃化苗的 

几率增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BA，IBA对药用鼠 

尾草平均嫩芽增殖数都有极显著的影响，而 BA× 

IBA交互作用对药用鼠尾草平均嫩芽增殖无显著 

影响。 

衰 1 不同的激素组台对药用鼠尾草增殖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and type of hor。 

mone on Salavia officinalis L． 

0．00 

0．04 

0．08 

0．00 

0．04 

0．08 

0．00 

0．04 

0．08 

0．00 

0．04 

0．08 

0．00 

0．04 

0．08 

0．00 

0．04 

0．08 

1．40 

1．00 

1．00 

4．78 

3．28 

3．60 

4．2O 

4．48 

3．92 

6．28 

4．84 

5．16 

5．36 

4．12 

4．6O 

5．06 

4．20 

4．00 

注：表中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值。 

由于药用鼠尾草的茎在培养基中生长 2周后， 

茎基部褐化，影响植株生长。试验将药用鼠尾草接 

种在 MS和 Nitschl两种不同的基本培养基上。结 

果表明：药用鼠尾草在不加激素 MS培养基生长时， 

茎基部仍有较大的愈伤组织，且培养两周后愈伤组 

织变黑；在 Nitsch培养基生长，接种后 1～2周内生 

长情况与在 MS上基本相同，两周后外植体长势明 

显不如在 MS培养基中(表 2)。试验还发现当外植 

体小(仅有2片叶)更适合在 Nitsch生长。 

图 1 鼠尾草的增殖培养 

Fig．1 Shoot proliferation of Salavia officinalis L． 

寝 2 基本培养基对药用鼠尾草增殖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basal medium on shoot prolifera— 

tion of Salavia ofBcinalis L． 

2．2 生根培养和移栽 

从表 3可知，药用鼠尾草在 NAA，IBA，IAA 3 

种激素不同浓度处理下的生根率都不高。仅从试验 

数据上看，药用鼠尾草在不加任何激素的 MS培养 

基上生根率高于加激素的MS培养基上生根率。药 

用鼠尾草在 MS培养基上生根率低，而在 1／2MS培 

养基上可明显提高根的萌发，生根率最高 7O 9，6。在 

药用鼠尾草的生根糖浓度筛选中明显可以看出，药 

用鼠尾草的生根受到培养基中蔗糖浓度的影响，当 

培养基中的糖浓度为2 时，生根率最高，生长情况 

较好(表 4)。并且随激素浓度的增加，外质体茎基 

部肥大，形成的根大多由愈伤组织分化而来，这样的 

根易衰老、变黑，吸收能力差，炼苗移栽不易成活。 

图 2 鼠尾草生根 

Fig．2 Rooting of Salavia ofBcinal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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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鼠尾草炼苗移栽 

Fig．3 Transplantation of seedling of Salavia officinalis L． 

裹 3 药用鼠尾草在 3种激素处理下的生根率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and type of hormone 

on Salavia officinalis L． 

裹 4 不同糖浓度对外檀体生根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sugar 011 Salavia 

officinalis L． 

3 小 结 

试验结果表明，培养基中激素成分和配比对影 

响药用鼠尾草的萌发和生根有着重要作用。最适增 

殖培养基为 MS+BA0．8 mg／L。当 BA浓度过高 

会引起较大的愈伤组织和畸形苗。BA对药用鼠尾 

草平均嫩芽增殖有极显著的影响。最佳生根培养基 

1／2MS+IBA0．8 rag／L+蔗糖 2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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