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菝葜组织培养研究 

郭永庆，王奎玲 ，刘庆华，刘庆超 (青岛农业大学环境艺术学院，山东青岛2661o9) 

摘要 [目的]更好地开发利用菝葜。[方法]以菝葜幼嫩茎段为外植体，以MS、1／2 MS、1／4 MS为基本培养基，研究不同植物激素组合对 

菝葜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影响。[结果]外植体的最佳消毒方式为0．1％升汞消毒9min。1／2MS、1／4MS培养基更有利于菝葜芽的诱导、 

增殖及生根，每BA对芽丛的增殖培养具有关键作用。最佳启动培养基为1／2MS+6-BA 2．0mg／I~+IBA 0．1,ng／i~+NAA 0、2,ng／i~。最佳 

增殖培养基为 1／2MS+6．BA 3、0,ng／i~+IBA0、2,ng／i~+NAA0．2,ng／i~。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4MS+IBA0．1,ng／i~+NAA1．5,ng／i~+活性 

炭1 000 ne,／L，生根率最高，达75％。[结论]该研究建立了菝葜的组织培养繁殖体系，增加了菝葜的繁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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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 l Objectivel 1he aim ofthe research was to develop and utiliz~Sm／／ax ch／na L．better．I MethodJ With tender stems ofS．ch／na as explants， 

MS，1／2 MS and 1／4 MS were taken as basic medium to study the e~eets ofdifferent plant hormone combinations 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印id~paga— 
tion of S．ch／,~a、l Result J optimum disinfection method of expl~ts was disinfecting with 0．1％ mercuric chloride for 9 rain、1VIedlum 1／2 MS and 

1／4 MS were more favorable for the bud induction。propagation and rooting of S． ch／na．6-BA played a key effect on the propagation culture of bud 

dumping， optimuminitialmedium was1／2MS+6-BA 2．0,ng／i~+IBA0．1 L+NAAO、2,w／I~． optinlan propagationmedium was1／2 

+6-BA 3．0 mv．／L+IBA 0．2 ne,／L+NAA0．2 ne,／L．The optirr~rn rooting medium was 1／4 MS+IBA O．1,ng／i~+NAA 1．5,ng／i~+activated ealJ~1on 

1 000mg／I~，withthe rooting rate being highest(75％)，[Conclusion] tissue culture and propagation systemwas established andthe propagation CO— 
etticient of S．china was increased in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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菝葜(Sin／lax ch／na L．)又名金刚果，为菝葜科(Srnila． 

cac~)菝葜属(Sm／／ax L．)攀援灌木[卜 。菝葜主要靠 自然 

分蘖或实生繁殖，但分蘖能力及种子发芽率低，扦插和嫁接 

较难成活_3J，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这一野生资源，笔者对菝 

葜的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初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菝葜外植体来 自青岛崂山，以MS、1／2 MS、1／4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配比植物激素。pH值 5．7。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取菝葜当年生幼嫩茎段，剪去叶片，剪 

成3 em左右，每段带 1个芽，用洗涤剂浸泡 15 rnin，再用流水 

冲洗20 min左右。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的酒精浸泡 15 s， 

然后用0．1％的升汞消毒，采用4个不同的时间处理，分别为 

5⋯7 9 l1 rnin。 

1．2．2 芽的诱导及增殖培养。将消毒好的菝葜外植体用无 

菌水冲洗6次，然后接种到诱导培养基(Al—Al0)上，40 d后 

统计诱导率。将启动培养基中新长出的菝葜嫩梢切成带有 

芽的茎段，长度大约 3 cm左右，然后接种到增殖培养基(B1一 

B 。)上。40 d后统计出芽率、褐化率、增殖率。 

1．2．3 再生植株的生根诱导。菝葜增殖培养 40 d后，选取 

长势较好的芽丛进行生根诱导，接种到生根培养基(c，一 ) 

上。生根时选用低浓度盐分的 1／2 MS、1／4 MS为基本培养 

基，以IBA、NAA和活性炭为添加调节剂。40 d后对生根情况 

进行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最佳消毒时间的确定 由表 l可以看出，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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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最佳消毒时问为 9 rnin，此时的污染率最低，成活率 

最高。 

表 1 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成活的影响 

l~lllle1 3lie~lTect dit~erenldisinteam llme 011 survival rate explants 

2．2 启动培养 菝葜茎段接种 10 d左右即有部分腋芽萌 

动，20 d后除 A2处理外均有芽发生萌动。由表 2得知， 

(1／2 MS+6-BA 2．0 mg／I~+IBA 0．1 mg／I~+NAA 0．2 mg／I~)为 

最佳处理，35 d后有叶片生成，40 d后该培养基的新梢长度 

最大，而且长势最好。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菝葜茎芽的影响 

卫abIe 2 Et~tects di旺l删 11~ 011 011file st锄 hud 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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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芽丛增殖培养 由表 3可以看出，不同盐分含量的基 

本培养基对菝莫芽丛的增殖影响很大。在高浓度盐分的 MS 

培养基中，褐化程度较高，出芽率较低，这说明茎节对培养基 

中的盐分非常敏感，低浓度盐分的 1／2 MS培养基对芽丛增 

殖更为有利。6-BA对芽丛的增殖培养具有关键作用，当6-BA 

浓度为3 mg／L时菝莫芽丛的增殖率较高，此时出芽率较高， 

褐化率较低。1／2 MS+6-BA 3．0II L+IBA 0．2II L和 1／2 

MS+ BA 3．0II L+IBA0．2II L+NAA0．2叫!l／L较有利于 

芽丛的增殖，但后者发芽率稍高，这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相 

同[4I。 

表3 不同培养基对菝葜芽丛增殖的影响 

'lllble 3 ]l~eet 0f m  m media伽 thebudthlsterproliferaUotl 0f Sm／／ax 

dlina L． 

2．4 根韵诱导 试验结果表明，1／2 MS培养基的生根效果 

不如 1／4 MS基本培养基。在 15 d左右，没有添加活性炭的 

培养基中的叶片出现褐化，而且茎叶生长很慢，生根率也不 

高，在40 d左右，没有添加活性炭的培养基中的根生长速度 

很慢，而且长势不好，根不够粗壮。从表4可以看出，c7处理 

生根率最高达到了 75％，因此 1／4 MS+IBA 0．1啤／L+NAA 

1．5Ⅱ L+活性炭 1 000-I L为最佳生根培养基。 

3 讨论 

(1)菝莫播种繁殖率较低，扦插生根困难，为更好的利用 

野生资源，探索了采用组织培养法增加繁殖系数的可行性。 

在预试验中多次采用次氯酸钠对外植体消毒，但效果较差。 

表4 不同培养基对菝葜的生根影响 

'lllble 4 EITeet 0fditTel'~lt horm~ e eou．iJil~ ens伽 the roo~ g 0f Sd ax 

c蚰帕 L． 

因此，试验采用升汞对菝莫茎段进行消毒，结果表明，以 

0．1％升汞对菝葜茎段消毒9 rnin效果最好，污染率最低。 

(2)Ms是木本植物组织培养中最常用的培养基，但 MS 

培养基的无机盐和离子浓度较高，尤其硝酸盐含量较其他培 

养基高，这对组织培养有一定的影响L4』。试验结果表明，1／2 

MS及1／4 MS培养基更有利于菝莫芽的诱导、增殖以及生根。 

(3)激素对菝葜不定芽的诱导和增殖培养具有显著影 

响，其中尤以6-BA的作用更为显著，这与百合科其他植物组 

织培养相似L5J。在生根诱导培养过程中，活性炭有效地降低 

了基质中酚酸和醌类物质的含量，降低了褐化率。通过大量 

试验，建立了菝莫组织培养繁殖体系：最佳启动培养基为 

1／2 MS+6-BA 2．Ong／L+IBA0．1II1g／L+N从 0．2~g／L；最佳 

增殖培养基为 1／2 MS+6-BA 3．0蝉 +IBA 0．2 r L+N从 

0．2ng／L~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4 MS+IBA 0．1 r L+N从 

1．5II L+活性炭 1 000I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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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程度相当于最大可能变异程度的百分率。一个是彼此比 

较，一个是与最大熵比较，混杂指数的比较功能具两重性。 

由此看来，混杂指数不仅计算简单，也便于理解。至于它的 

指标口径如何制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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