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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 菜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张 敏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组培中心。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试验以薇菜穗状孢子段为接种材料 ，重点研究了影响薇菜孢子萌发、原叶体增殖的 

各项因素，以及原叶体孢子苗的分化状况和孢子体试管苗练苗成活技术。结果表明：在温度 

25~C，光照 l2 h／d，光照强度2 000 Ix，培养基中加蔗糖 30 L、琼脂 6 L、pH 5．8培养条件下，孢 

子萌发最适宜的培养基为 1／4 MS，原叶体增殖的最适合培养基是 1／2 MS--t-KT 5．0 mg／L--t-IBA 

1．0mg／L--t-KH2P 200mg／L+活性碳 0．5 ；孢子体苗分化最适合的原叶体具有质地疏松 、片状 

体大、肉质厚等性状；在温度 20~30℃，湿度 90 以上，散射光下，选取椰茸作基质练苗，成活率高 

达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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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菜[1]是用一种叫紫萁(Osmunda japonic Thumb) 

的植物或其近缘种分株紫萁(Osmunda cinnamomea)的 

嫩叶加工而成的山野菜。其营养丰富，含有多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同时其味道鲜美，无公 

害，无污染，近年来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国 

际市场上薇菜供不应求，收购价逐年提高。我国目前的 

薇菜开发主要停留在野生资源的利用上。由于采收强 

度大，致使品质逐年退化，野生资源也逐步枯竭。因此， 

培育优质种苗，进行人工规模化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验对薇菜的组织培养技术作了初步探讨，旨在为 

当地的薇菜大规模栽培和开发提供新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薇菜绿色穗状孢子采自湖北省夷陵区殷家坪乡。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01年 7月~2006年 l2月在湖北三峡职 

业技术学院组培中心进行。试验分 4个阶段 ：①诱导孢 

子萌发和原叶体形成：将绿色穗状孢子剪下，用0．1 洗 

衣粉水浸泡3 rnin，自来水冲洗 i0 min，HgCl2消毒8 min， 

无菌水冲洗4～5次，吸水纸吸干水分，将穗状孢子切成 

0．5 cm的小段，接种于 i／4 MS、1／2 MS、MS培养基中。 

每瓶接种 l0段，9次重复。培养条件：温度 25℃光照 

l2 l1／d，光照强度2 000 Ix，培养基中加蔗糖30 I ，琼脂 

6 g／L，pH 5．8观察孢子萌发情况；②原叶体的增殖效果 

试验：将D 0．5 crn原叶体小球接种到不同无机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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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KT浓度、不同附加物的3组培养基进行培养，培养 

条件同①，观察培养物分化状况；将 D 0．5 cm原叶体小 

球接种到 1／2 MS--t-KT 5．0 mg／L+IBA 1．0 mg／L+ 

KH2PQ200 mg／L+活性碳0．5 培养基上，放置于不同 

温度条件下进行培养，其它培养条件同①。以上每处理 

接种 l0块，9次重复。观察培养物分化状况。③孢子体 

苗的分化与生长试验：将 D 1．0 CITI、不同生长状况的原 

叶体接种于 1／2 MS+ KT 5．0 rag／L+IBA 1．0 rag／L+ 

KH2P 200 rag／L+活性碳0．5 培养基上培养，培养条 

件同①，每处理接种 l0块，9次重复。观察孢子体苗分 

化情况。④孢子体试管苗的练苗：当孢子体试管苗长至 

2～4片叶、3～4条根、株高3～4 cm时，打开瓶盖，在实 

验室内练苗 3 d后，用镊子轻轻夹出，洗净根部的培养 

基，移栽到消毒的椰茸基质上，练苗基数500株。注意遮 

荫保湿，温度保持 20～30。C，湿度保持 90 以上，每隔 

2 d喷1次 1／2 MS大量元素营养液。试验在三峡职业 

技术学院园艺实习基地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导薇菜的孢子萌发及原叶体形成 

薇菜孢子接种于1／4 MS、1／2 MS、MS的培养基L2‘” 

上，l周后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孢子大量萌发，并在以后逐 

渐形成丝状体和片状体 ，1个月后可形成 D 0．2 cm左右 

的原叶体。 

表 l 不同无机盐浓度下孢子萌发情况 

由表 l可知，薇菜孢子萌发与无机盐浓度高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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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浓度高时抑制孢子萌发，而浓度低时促进孢子萌发， 

说明低无机盐浓度的培养基有利于孢子的萌发。 

2．2 原叶体的增殖效果试验 

将原叶体分切成D 0．5 cin的原叶体小球接种到下 

列培养基中，2个月后统计增殖情况。 

2．2．1 不同浓度 KT对原叶体的增殖效果 从表 2可 

大影响，当KT浓度在0．5～5．0 mg／L范围内时，随KT 

浓度的增高，原叶体的生长速度加快，片状体生长明显； 

而当 KT浓度在 5．O～8．0 mg／L的范围时，随 KT浓度 

增高，原叶体生长速度减慢。说明当 KT为5．0 mg／L时 

最有利于原叶体的增殖培养。试验还表明，当KT浓度 

低于 IBA浓度时，有利于丝状体的生长，当 KT浓度高 

看出，不同浓度的激素对原叶体的增殖及生长状况有较 于IBA浓度时，有利于片状体的生长。 

表 2 不同浓度 KT下原叶体的生长情况 

2．2．2 不同无机盐浓度对原叶体的增殖效果 从表 3 

看出，不同无机盐浓度都适合于原叶体生长，对原叶体 

的生长分化影响不大。 

表3 不同无机盐浓度下原叶体的生长情况 

2．2．3 不同培养温度对原叶体的增殖效果 原叶体接 

种于 1／2 MS+KT 5．0 mg／L+IBA 1．0 rng／L+KH2PQ 

200 mg／L+活性碳 0．5 培养基上后，放置于不同温度 

条件下进行培养，生长状况见表 4。从表 4可以看出，不 

同温度对原叶体的生长有较大影响：较低温度条件下， 

不利于原叶体的增殖培养，而且低温下丝状体生长旺 

盛，片状体生长缓慢；较高温度也不利于原叶体的增殖 

和生长。试验表明，25℃的温度较适合原叶体的生长。 

表4 不同培养温度下原叶体的生长情况 

培养温度／℃ 原叶傩直径平均数／cm 原叶体生长情况 

表 5 不同附加物下原叶体的生长情况 

2．2．4 不同附加物对原叶体的增殖效果 在 1／2 MS+ 

KT 5．0 rag／L+IBA 1．0 mg／L的基本培养基上，添加不 

同的附加物，对原叶体的增殖和生长的效果见表 5。从表 

5中看出，培养基中添加一定的附加物，对原叶体的生长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原叶体生长过程中 

对 P、K元素的需求量较大，活性碳在试管内可以吸咐原 

叶体生长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害物质，从而更有利于原 

叶体的生长。 

2．3 孢子体苗的分化 

将D 1．0 cin不同分化状况的原叶体接种于 1／2 

MS+KT 5．0rag／L+IBA1．0mg／L+KH2PO4200mg／L 

+活性碳0．5 的培养基上，4个月后统计的分化情况见 

表 6。从表6可以看出，原叶体质地对孢子体苗分化有 

较大影响：丝状体明显，片状体极少的原叶体不利于孢 

子体苗的分化，而质地疏松、片状体块大、肉质厚的原叶 

体分化出的孢子体数量和质量都较好。这可能是因为 

片状体多，原叶体中产生的精卵器较多，它们受精形成 

合子的机会越多，因而分化的孢子体苗数越多；同时片 

状体肥大的原叶体中贮藏的营养更丰富，从而更有利于 

孢子体苗的生长。 

将这些孢子体苗转入 1／2 MS+IBA 0．5 mg／L+蔗 

糖 2 的培养基上，约经过 1个月的培养，当孢子体苗长 

大到3 cm左右，3～4片叶时，根系变得较粗壮，即可移 

到试验地进行练苗。 

表6 不同质地的原叶体分化孢子体苗的情况 

注： 指 D 1．0 cm的原口t悴上的平均致． 

2．4 孢子体试管苗的练苗 

将生根后的试管苗在实验室内打开瓶盖练苗 3 d 

后，洗净根部的培养基，移栽到消毒的椰茸基质上。注 

意遮荫保湿，温度保持 20~30。C，湿度保持9O 以上，散 

射光照，每隔2 d喷 1次 1／2 MS大量元素营养液。20 d 

后，练苗成活率达94 ，成活后即可移人大田种植。 

3 结果与讨论 

薇菜孢子萌发、原叶体形成与增殖、孢子体苗分化 

等各个环节对培养基成份和培养条件都有严格要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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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 芦 荟 繁 殖 系 数 的 四 种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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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 (Aloe)为百合科芦荟属多年生肉质常绿草本 

植物，原产于非洲东南和阿拉伯半岛等热带地区口]，全 

世界约450种，芦荟在医药和化妆品工业中倍受国内外 

欢迎，芦荟产业发展很快，其中又以种植业发展势头迅 

猛，芦荟的自然繁殖周期长，雌雄花开的时间不同，形成 

的种子小而少。因此，用种子育苗很困难。传统上多用 

分株法繁殖，但是繁殖系数较低，为了满足大规模生产 

育苗的需要，以及加快优良品种的推广，组织培养方法 

已经成为快速生产种苗的有力手段。在芦荟的组织培 

养中，芦荟的繁殖率直接影响芦荟组培苗的产量，因此， 

在芦荟的组织培养中，培养基的成分、培养基中琼脂的 

含量、光照和培养器皿的选择均影响芦荟苗的繁殖率， 

研究将从四方面阐述。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品种：木立芦荟 ，中国芦荟，木锉芦荟。 

材料类别：植株的幼嫩叶片、叶鞘，带腋芽茎段。 

1．2 方法 

取木立芦荟，中国芦荟，木锉芦荟幼苗，除去多余的 

叶和根，浸泡于适当浓度的洗衣粉水中 15 m．in，然后用流 

水冲洗 l h以上，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酒精浸泡30 s 

左右，再用0．2~／／0 HgC1 溶液消毒 15~20 min，并用无菌 

水冲洗5～6次，冲洗5次左右，洗去植物表面的HgC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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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液。将消毒后材料的茎、叶鞘分别接种于不同的培养 

基中，培养温度 25℃，光照强度为 l 800~2 000 Ix，光照 

时间为l2 h／d。以MS培养基添加琼脂，蔗糖 3O ，pH 

5．6～5．8为基本培养基，附加各种不同浓度的生长调节 

物质，高压灭菌。 

1．3 培养条件 

(1)培养基的编号及激素组成和浓度：(DKT 3 mg／L 

(单位下同)+IBA 1)QKT 2+mA 2；③ZT o．1～O．7+ 

IBA l；(2)培养基中琼脂的含量 0．79，6～O．9 ；(3)光照 

条件 l 800~2 000 Ix)(4)三角瓶培养，罐头瓶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培养基成分对 3种芦荟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木锉芦荟组培苗的诱导：灭菌后的木锉芦荟的叶 

片、叶鞘，接种在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培养基上①、②， 

植物组织在第1次分化时，时间较长，约经2个月的表面 

停滞期，才开始出现淡黄色或透明的愈伤组织。用分化 

过的材料再进行诱导则快得多，i0~20 d即开始出现愈 

伤组织。继代到新鲜的培养基后，愈伤组织即开始长出 

绿色的芽点，芽点继续长大，形成众多的丛生小芽。形 

成丛生芽的数目与外植体的来源有关，概因其遗传特性 

的差异造成的。②号培养基中的出芽率高于①号培养 

基 引。 

3种芦荟腋芽的诱导：中国芦荟、木立芦荟和木锉芦 

荟的茎段，灭菌后接种在③号培养基上。15~20 d，腋芽 

开始萌动。细胞分裂素的浓度在 0．4～O．7 mg／L的范 

围内 。 

随着细胞分裂素浓度的升高，芽的繁殖率也不断升 

有在各因子处于最佳状态时，才有利于薇菜试管苗的快 

速分化和生长。试验结果表明：孢子萌发较适宜的培养 

基为 1／4 MS；原叶体增殖较适宜的培养基为1／2 MS+ 

KT 5．0 mg／L+IBA 1．0 mg／L+KH2 PO|200 mg／L+活 

性碳0．5 ，经过 2个月的培养原叶体直径由0．5 LTn增 

至1．32 LTn，体积增大近 7倍；直径 1．0 cm大小、质地疏 

松、片状体块大且肉质厚的原叶体上分化出孢子苗数平 

均可达 lO株；壮苗培养较适宜的培养基为1／2 MS+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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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rag／L；选取椰茸基质练苗，散射光照，空气湿度 9O 

以上，温度2o~3o~C练苗成活率达94 ，练苗成活的试 

管苗经约 1个月生长即可移入苗床进行大苗培养，约l a 

后即可移人大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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