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蚬壳花椒组培苗的生根试验 

王丽萍 ，王 平 ，王晓明h。，王海霞 ，李俊彬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2．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以规壳花椒无菌组培苗为试材，采用单因子、双因子以及正交试验研究IBA、NAA、IAA、活性炭、 

基本培养基(大量元素、微量元素、有机质)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基本培养基、IBA 、NAA对 

不定根的分化有较大影响，规壳花椒组培苗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1／3MS+IBA 0．3 mg·L + NAA 0．05 

mg·L_。，生根率达78 ．移栽成活率可达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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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ing of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 Plantlet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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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basal medium and hormones and activated carbon on rooting 

of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 plantlet in vitro were researched，by single-factor experiment， 

tWO．factor experiment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sal medium， 

IBA and NAA all had great effects on differentiation of adventitious roots，and the rooting rate 

could reach 78 while plantlets were cultivated on 1／3MS supplemented with IBA0．3 mg·L 

and NAA 0．05 mg·L_。，which was the optimized medium，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plantlets 

transplanted was up to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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蚬壳花椒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别名为单面针、大叶花椒、山枇杷，是芸香科花椒属植物[1]。蚬壳花 

椒含有多种生物碱，具祛风活络散瘀、止痛、解毒、消肿等功效，其根、茎、叶均可人药，常用来治疗牙痛、腰痛、咳 

嗽、妇女月经过多、产后月经不调等疾病[2 ]，是“妇科千金片”的主要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但是 

蚬壳花椒的种子在自然条件下发芽率低，其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为解决蚬壳花椒资源匮乏，加速 

其在医药等行业的应用，笔者于2004年进行了蚬壳花椒组培技术的研究。本文中主要研究影响蚬壳花椒组培 

苗生根的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蚬壳花椒无菌组培苗为试材，将培养25 d左右，苗高2～3 cm，苗木粗壮的组培苗接种在培养基上，进行 

不定根的诱导。生根培养30 d后调查生根情况。 

1．2 培养基的制备 

基本培养基为 MS、WPM、White、B 4种，附加成分BA、NAA、IAA、IBA、活性炭等，pH值为 5．8，琼脂 

7 g·I 一 ，蔗糖浓度3O g·I _。。附加成分按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不同的配比加人基本培养基中，培养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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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L的广 口瓶分装，每瓶 3O mL，封口膜包扎，在 121"(2和 1．1 kg·cm 条件下，用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 

25min。 

1．3 试验设计 

1．3．1 基本培养基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试验 

基本培养基为1／2MS、1／2wPM、1／2white、1／2B5，分别添加IBA 1．0 mg·L_。，选择生长健壮的组培苗接 

种于4种培养基中，共5个处理，每个处理接种25个丛芽，试验重复3次。30 d后统计生根率，取平均值，进行单 

因子分析[s ]。 

1．3．2 生长素种类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试验 

以优化的生根基本培养基为基础，分别添加2．0 mg。L-1的IBA、NAA、IAA，共3个处理，每个处理接种25 

个丛芽，试验重复3次。30 d后统计生根率、平均根数，取平均值，进行单因子分析。 

1．3．3 IBA浓度对组培苗生根 的影响试验 

以优化的生根基本培养基为基础，分别添加0．1、0．5、1．0、1．5 mg·I -1的IBA，共4个处理，每个处理接种 

25个丛芽，试验重复3次。30 d后统计生根率、平均根数，取平均值，进行单因子分析。 

1．3．4 最佳生根培养基的筛选试验 

在以上选出的基本培养基、生长素及其浓度范围的基础上，进行基本培养基中的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生 

长素种类与浓度配比试验。设计正交试验L。(3‘)，因素A为MS(1／2MS、1／3MS、1／4MS)，因素B为IBA(O．3、 

0．5、0．7 mg·I _1)，因素C为NAA(0、0．05、0．07)，各因子均分为3个水平 ]。共九个处理，每个处理接种25 

个丛芽，试验重复3次。30 d后统计生根率、平均根数，取平均值，进行方差分析。 

1．4 培养条件 

全部培养过程在控温培养室中进行。培养温度(25±2 ，光强度30~40 mol·m ·s一，光照时间为12 

h·d一。 

2 结果分析 

2．1 基本培养基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单个丛芽接种到附；01]IBA 1．0 mg·L-1的4种不同基本培养基上15~20 d后，在各培养基上均可见丛芽切 

口处产生白色的愈伤组织，但尚未分化不定根。随着诱导时间的延长，逐渐有不定根形成。试验结果经方差分 

析表明：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组培苗生根有显著影响，接种在1／2MS、培养基上的组培苗生根率达64 ，并且叶色 

正常，长势好。其次为1／2wPM 生根率3O ，但是生长基本正常，但1／2white与1／2B 培养基生根率低于2O ， 

叶色发黄，因此，最佳基本培养基为1／2MS(见表1)。 

2．2 不同生长素对蚬壳花椒组 表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培苗生根的影响试验 

将组培苗接种到附加 2．0 

mg·I _1的 IBA、NAA、IAA 的 

1／2MS培养基上，培养 30 d后， 

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2)，不同 

生长素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 

影响极显著，从表 2可以看出， 

2．0 mg·I IBA处理生根率最 

高达N70 ，而经过NAA处理的 

组培苗，茎基部形成较多的愈伤 

组织，叶色发黄，掉叶，而IBA处 

理的组培苗叶色浓绿，IAA处理 

’采用Duncan新复极差法进行平均数比较，同一栏内不同字表示在P<0．05水平不同处理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以下相同。 

表2 不同生长素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的组培苗生根率低、苗长势弱。因此，诱导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最适宜的生长素为IBA，其次为NAA，IAA不 

适用于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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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BA浓度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试验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3)，不同浓度的IBA对组培苗生根有显著影响，并对试验数据进行曲线估计和回归 

分析，得曲线估计中拟合度最高的为二次函数决定系数R。=0．955 6，生根率的回归方程为： =26．67+22．3 
一 22．80x ，相关系数r=0．78。(F检验的概率P=0．02，P<0．05)，随着IBA浓度的升高，二者的变化曲线呈抛 

物线状。对回归方程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零，求解极值点，可得出令生根率取得极大值时的IBA浓度为 

0．5 mg·L～ 。 

2．4 NAA浓度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试验 

NAA浓度对蚬壳花椒组培 表3 IBA浓度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结果 

苗生根的影响试验结果如表4，并 

对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曲线 

估 计、回归 分析，回归方 程 为 

=54．O7+8．94x，相关系数 为 

r=0．95“ (F 检 验 的 概 率 

P=0．006，P<O．01)，NAA浓度 

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极显著，曲 

线估计为直线。试验结果表明：当 

NAA浓度过高时会先产生愈伤 

组织，而后在愈伤组织上诱导出 

不 定 根， 当 浓 度 高 于 

0．1 mg·L 时都会出现愈伤组 

表4 NAA浓度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织，浓度越高愈伤组织越多，虽然生根率随NAA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但是出现了黄叶、掉叶的现象，有的甚至 

死亡。因此，NAA的浓度不应高于0．1 mg·I _。。 

2．5 正交试验筛选出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适宜培养基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表5、6)表明，基本培养基、 表5 筛选适宜培养基的正交试验结果 

IBA、NAA对组培苗生根有显著影响，其影响顺序为： 

基本培养基>NNA>IBA，即基本培养基与IBA为主 

效，IBA对整个正交试验的影响不大，方差分析最优组 

合的结果为：1／3MS+IBA 0．5 mg·L +NAA 0．05 

mg·I 一 。 

2．6 活性炭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将蚬壳花椒组培苗接种到培养基为：1／3MS+ 

IBA 0．3 mg·L +NAA 0．05 mg·I 一，附加活性炭 

200 mg·I 一，30 d后统计结果表明，培养基中添加活 

性炭对蚬壳花椒组培苗不定根的诱导并无促进作用， 

在不添加活性炭的情况下，组培苗生根率能达到78 ， 

而在添加活性炭的条件下，组培苗生根率不足5 。可 

能是由于活性炭不仅能吸附有害物质，而且也能吸附 

培养基中的生长素，从而不能发挥诱导生根的作 

用 引。 

3 结论与讨论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尸 

(1)研究结果表明，培养基、生长素的种类及浓度 十 显著水平P=。·眠 

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有较大影响。基本培养基中大量元素含量降低能促进不定根的产生，以I／3为最佳，培 

养基中单独添加NAA、IBA 即可诱导蚬壳花椒组培苗生根，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2种或2种以上的生 

长素或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配合使用，大大提高不定根的诱导率。本试验结果亦表明，生长素NAA与IBA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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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对蚬壳花椒组培苗的不定根诱导比单独使用效果更佳即：1／3MS+IBA 0．3 mg·L + NAA 0．05 

mg·L～ 。 

(2)研究表明，活性炭能吸附培养基中的有害物质，在植物组织培养的许多方面都有积极作用[9]。在生根阶 

段，活性炭对诱导某些植物的生根十分有利。同时也有的研究指出活性炭对生根有抑制作用。本次试验结果表 

明，蚬壳花椒接种在培养为：1／3MS+IBA 0．3 mg·L + NAA 0．05 mg·L +活性炭1 000 mg·L 培养 

基上不能诱导不定根发生。可能是因为活性炭不仅吸附了培养基中的有害物质，同时也吸附了培养基中的生长 

调节剂所致。在固体培养基中，当活性炭用量为0．05 时，常量的生长凋节剂不表现作用[1 。因此，如果在蚬 

壳花椒不定根诱导阶段使用活性炭，应进一步研究其中生长素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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