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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西藐术的根茎为外植体，接种在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种类、不同浓度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培养基上
， 

进行不定芽诱导、丛生芽增殖、试管苜生根厦移栽等试验。在 MS培养基中附加 BA3．0 nag·L一 时，不定芽诱导率最高，丛生芽增 

殖壮苗培养基以MS+BA3．0n'g。L一 +氯化胆碱 (CC)10rag·1 为最佳。试管苗生根以 MS+NAA2．0mg·I 一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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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莪术 (~ureuma kwangsiemis S．G．kee et 

C．F．Hang)为姜科姜黄属植物。可 “一物两用”， 

其根茎作莪术 (桂莪术)入药，块根作郁金 (桂 

郁金)入药。具行气止痛、破瘀、消积的功能n l。 

近年研究发现，其主要成分莪术油具有抗癌、抗 

菌抗病毒、抗溃疡、促进微循环及治疗多种炎症 

等作用，在临床上广泛应用f2]2。 

广西莪术主要以根茎进行繁殖，用种量大， 

多年的采挖已导致野生种源锐减，接近枯竭；且 

长期用根茎繁殖易感染病毒，导致种群退化，严 

重影响产量和品质。近年广西桂郁金生产用种， 

大部分都是已经退化的种茎，667平方米单产只 

有200千克左右，已影响到种植户的生产积极性 

和总产量[3]3。因此，本试验研究利用组织培养技 

术提纯复壮广西莪术种质资源，快速繁殖良种苗 

木，为今后工厂化育苗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广西莪术根茎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不定芽诱导试验 

切取广西莪术根茎上刚萌动的芽，用常规灭 

菌方法灭菌，接种于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 

附加 BA0．5，1．0，2．0，3．0和 K1D．5，1．0，2．0， 

3．0不同浓度细胞分裂素的培养纂中，共8个处 

理，每个处理5瓶，每瓶4个芽；每3天观察一 

次，3O天后统计不定芽的增殖倍数。 

l。2．2 丛生芽的增殖复壮试验 

文献标识码：B 

将以上培养获得的丛生芽，切成长约 lcn·的 

单芽，接种于以MS十BA3．0为基本培养基，分别 

附 加 NAAO．1，0．5， 1．0，2．0； IBA0．1， 0．5， 

1．0，2．O；CC10，50，100；ME'F0．1，0．5，I．0的 

培养基中，共 14个处理，每个处理5瓶，每瓶接 

2个芽；每3天观察一次，3O天后统计丛生芽的 

增殖情况及平均株高。 

1．2．3 生根试验 

将以上获得的丛生芽 选取健壮，茎粗，叶 

色浓绿的试管苗单株分别接种于以MS为基本培 

养基，分别附加 NAA0．5，I．0，2．O：IAA0．5， 

I．0，2．0的培养基中。共 6个处理，每个处理5 

瓶，每瓶接 4株，25天后统计生根数和生根率 

‘ r O 

以上各试验的培养基均加琼脂 O．4％，糖 

3％；激素浓度单位均为mg·L。。。 

1．2．4 培养条件 

光照培养，光照时 间 lOh／d，光强 1500 

20001x，培养温度均采用25±2℃。 

2 结果与分析 

2．1 BA和 KT不同激素水平对莪术不定芽诱导的 

影晌 

接种大约5天后，陆续在芽的基部长出不定 

芽。8种培养基皆能诱导出不定芽，但增殖倍数 

有较大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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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细胞分裂素不同浓度对莪术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激素及浓度 接种芽数
／个 增殖芽数／个 增殖倍数／倍 苗 势 

／mg·L一 

BAo
．5 20 l8 O．9 苗细长，叶淡绿 

BAt
．0 20 50 2．5 苗较细长，I：If‘淡绿 

BA2
．0 20 54 2．7 苗较细长，叶淡绿 

BA3
．0 20 l78 8．9 苗细小，11}．淡绿 

KTo
．5 20 l6 0．8 苗细长，叶淡绿 

KTI
．0 20 l8 0．9 苗细长，叶淡绿 

KT2
．0 20 I6 O．8 苗细长，叶淡绿 

KT3
．0 20 26 1．3 苗细长，叶淡绿 

从表 1可见，随着 BA浓度的提高，增殖倍 

数不断提高，当BA浓度为3．0mg·L 时，增殖倍 

数达最高，为 8．9倍，第 l5天时达到增殖高峰， 

其余 队 三种浓度的增殖倍数分别依次为 O．9、 

2．5、2．7倍，比BA3．0mg·L 的芽增殖数少 6．2 

～ 8．0倍。添加不同浓度KT的培养基增殖倍数均 

较低，分别为O．8、O．9、0．8及 1．3倍。从试验中 

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相同浓度细胞分裂素的芽 

增殖倍数差异较大，当BA和KT浓度达到3．0rag· 

L 时。两者均达到最高增殖数，分别为 8+9和 

1．3倍，相差7．6倍。因此，处理Ms+BA3．Omg· 

L 最佳，不定芽的诱导分化率最高。 

2．2 试管苗的增殖复壮 

2．2．1 不同药品配比对莪术试管苗增殖复壮 

的影响 

在不定芽的诱导试验中，尽管添加 BA可以 

大量诱导不定芽，但从苗势看，试管苗均比较细 

长，叶色淡绿，生长势不够健壮。因此，将芽分 

别接种于以BA3．0mg·L 为基础，分别附加不同 

浓度氯化胆碱 (cc)和多效唑 (MET)的培养基 

上，以提纯复壮试管苗。得到结果如表 2： 

表 2 不同药品配比对莪术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激素及浓度 接种芽数 增殖芽数 增殖倍数 平均株高 
／rag·L一‘ ／个 ／个 ，储 ／era 苗 势 

BA3
．

0+CClo lO 70 7
．0 5．6 苗较粗，根较少，叶浓绿 

BA3
．

0+CC5o 1O 53 5
．3 5．7 苗稍粗，根少，叶浓绿 

BA3
．

o+CCl∞ 10 4l 4
．1 6．2 苗有粗有细，根极少，叶绿 

BA3
．

0+METo
．1 1O 19 1．9 3．7 苗粗壮，根粗且少，叶浓绿 

BA3
．
0+METo

．5 10 20 2．O 4．0 苗粗壮，根较少，叶浓绿 

BA3
．

0+METl_0 1O 24 2
．4 4．5 苗较粗壮，根较多。叶浓绿 

从表2可见，以BA3．0mg·L 配合氯化胆碱 

浓度为 1O、5O及 1oo mg·L-1时，试管苗增殖均较 

多，增殖倍数随氯化胆碱浓度的提高而降低，以 

氯化胆碱浓度为 10mg·L一 时，增殖数最高，达 

7．0倍，试管苗长势最好，较粗并有少量根，叶 

色浓绿，平均株高随着氯化胆碱浓度的提高逐渐 

增高。当以BA3．0mg·L一 配合多效唑0．1、O．5及 

1．0 nag·L 时，试管苗增殖倍数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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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9、2．0和2．4倍，平均株高随着多效唑 

浓度的提高而增高，分别为 3+7、4．0和4．5cn ， 

苗粗壮，叶色浓绿。 

2．2．2 BA与不同生长素不同浓度配比对莪术试 

管苗增殖复壮的影响 

在 BA3．0 mg·L 基础上，分别附加不同浓度 

的NAA和IBA，观察试管苗的生长情况，得出结 

果如表 3： 

表3 BA与 NAA、 不同浓度配比对莪术试管苗增殖复壮的影响 

激素及浓度 接种芽数 增殖芽数 增殖倍数 平均株高 茁 势 

／mg·L—l ， ／个 ， ／cm 

BA3
．

0+NAAo
．1 10 35 3．5 6．5 苗有粗有细，根少，叶较绿 

BA3
．0+NAAo．5 lO 20 2．0 6．2 苗有粗有细，根较少，叶淡绿 

BA3
．
0+NAA1

．0 10 15 1．5 6．5 苗有粗有细，根较少，n1‘淡绿 

BA3 0+NAA2
．0 10 1O 1．O 7．O 苗细长，根较少，叶淡绿 

BA3
．

0+IBho
．1 1O 59 5．9 6．8 苗较细长，根较少，叶绿 

BA3
．

O+IBho
．5 lO 28 2．8 7．2 苗细长，根多，叶淡绿 

BA3
．

0+IBA1
．0 lO 40 4．O 6．7 苗较细长，根多，叶淡绿 

BA3
．

0+IBA2
．
0 lO 19 1．9 7．5 茁细长，根粗且多，叶淡绿 

从表3可看出，在 BA3．Omg·L 的基础上凋 

节生长素的种类和浓度，对莪术试管苗的生长有 
一 定的影响。以BA3．0rag·L-1配合 NAA时，增殖 

倍数随着 NAA浓度的提高而降低，在 NAA浓度 

为0．1 rag·L 时为较好，达到 3．5倍，但试管苗 

长势不均匀，叶片多为淡绿色；平均株高则较一 

致，皆在 6．2cm以上。以BA3．0rag·L 配合 IBA 

浓度0。l nag·L 时，增殖倍数最高，达 5．9倍， 

增加IBA的浓度有降低增殖倍数的趋势，平均株 

高较高，皆在6．7cm以上，但苗较细小，对于壮 

苗作用不大。总之，以BA配合 NAA或 IBA使用 

时，莪术试管苗增殖复壮作用不明显。 

2．3 生根试验 

选取生长健壮，叶色浓绿的试管茁分成单株 

分别转入以下生根培养基中，大约 4d后开始生 

根。从表 4可以看出，在 MS添加 的培养攀 

中，植株生根数随着 IAA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 

根均较细长；在添加 NAA的培养基中，生根数随 

着 NAA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当 NAA浓度为 2。0 

mg·L 时，单株的平均生根数达最高，为5．2条， 

根比较粗壮，有利于提高成活率。 

表4 不同生长素不同浓度对莪术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激素及浓度 接种株数 增殖芽数 总根数 单株平均生根数 长 势 

／mg·L—l ／个 ／条 条 

L 
．
5 20 O 20 1．O 根少，细长 

L 1
．

0 20 O 34 1．7 根较少，细长 

IAA2
．

0 20 3 73 3．2 根较多，细长 

N 
．
5 20 O 42 2．1 根较少，较粗短 

NAA1
．
O 20 5 79 3．2 根较多，较粗稍短 

N从2．0 20 8 145 5．2 根多，较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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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炼苗移栽 

试管苗单株生根后，炼苗移栽至营养杯，放 

置在网室内遮阴生长，待苗长到一定高度后，弃 

去营养杯移栽大田种植，统计成活率，观察小苗 

生长情况。 

共移栽试管苗 9O株，成活率达 86．67％，小 

苗长势良好。 

3 小结 

应用氯化胆碱和多效唑在经济作物和农作物 

的组织培养中报道较多[ ，5．引，可促进试管苗生 

长，使苗粗壮，叶色浓绿，提高移栽成活率，而 

在药用植物中的应用则甚少。以BA．3．0rng-L 附 

加氯化胆碱 10rag·I -1时，不仅保证丛生芽的增 

殖，增殖倍数达 7．0倍，还使试管苗增粗，叶色 

增绿。说明采用氯化胆碱对莪术试管苗生长有利， 

试管苗长势得到很大改善。这与张慧英等[ ]的研 

究结论相同。添加多效唑则着重于矮化壮苗，延 

缓植株伸长生长，使植株茎杆粗壮，叶色浓绿， 

这与韦家川 、阮龙【6j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两 

者比较，以快速繁殖为目的时，氯化胆碱的作用 

较多效唑的好，可为今后移栽打下良好的基础， 

提高试管苗成活率。但添加氯化胆碱和多效唑是 

否会引起试管苗变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细胞分裂素配合一定浓度生长素使用，对 

试管苗的增殖和长势影响不明显。BA附加 NAA 

或IBA时，增殖倍数降低，试管苗叶片细长，只 

有部分叶片变绿。因此，两者配合 BA使用，其 

效果不比氯化胆碱配合 BA对莪术试管苗生长有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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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slle culture of Gurcuma kwangsiensis 

ZHANG Hui—ying ，TANG Xiu．hual，WANG Jian2 

(1．Guangxi University，Narming，530005 China； 

2．Guang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5313004 China) 

Abstract：Studying the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of Gurctnna kwangsiensis by using buds of Gurcuma kwangsiensis as 

explants．Result：The rate of inducing adventitious buds is the highest in medium of MS+BAs
．

omg‘L～ ，the best 

medium for clump buds generation is MS+BA3
．

0nag·L—I+CC10nag·L—l，and the best rooting medium is MS+ 

NAA2
．

omg’L一 ． 

Keywords：Gurcuma kwangsiei~sis；tissue culture；choline chlori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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