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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草孢子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 

石晓云 ，唐伟斌 ，石霄凌2(1．邢台学院生物化学系，河北邢台05400l；2．河北省柏乡县柏乡中学，河北柏乡o5545o) 

摘要 [目的]寻找蜈蚣草孢子组织培养的适宜培养基，提高蜈蚣草的繁殖效率。[方法]以蜈蚣草孢子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找出合 

适的萌发培养基、诱导培养基、分化培养基、生根培养基。[结果]蜈蚣草孢子在 1／8 MS、1／8 Ms+0．2．e,／L 6-BA、knop 3种萌发培养基中 
均可长出原叶体，之后接种到 1／2Ms+1．0Ⅱ L6-BA+20．0 g／L蔗糖诱导培养基中，30 d后形成球状体(GGB)，将GGB接种到1／2Ms+ 

O．5 mg／L 6-BA+0．05 nv-／L NAA+20．0 g／L蔗糖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将 GGB接种到 1／2 MS -t-0．5 me／L6-BA+0．2 mw'L NAA+20．0 L蔗 

糖分化培养基上，20—30 d后分化出孢子体，再转入 1／2 MS +0．2 nv：／L NAA+20．0 g／L蔗糖生根培养基 ，30 d左右长出细根。缓苗后移栽 

成活率在9o％以上。[结论]该研究为蜈蚣苹生理生化特性、遗传和基因转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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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Objectivel The aim was to fmd the optirrmm medium for the tissue cultttre of Pter／s v／ttata conidia and to iI瑚 its propagatiou rate． 

[Method]With P．v／tiara conidia as explant，tlletissue culturewas carried outtofmd outthe optimum群-玎IlimtiI medium ，inducingn~dium ，differen— 

tiation 哪 and rooting in~um．【Result J P．砌咖 conidia could舯w out pmthaUium on 3 kinds ofgermination n1edi咖 such as l／8 MS，1／8 

+O．2 mg／L 6-BA and knop．After bemg inoculated on induction rn~ um  of 1／2 A4S+1．0 mg／L 6-BA+ 20．0 L SUC1DSe，after 30 d，t}le globoid 

(GGB)were formed，which were inoculated on the In~um of 1／2 MS +0．5 mg／L6-BA+0．05 mg／L NAA+20．0 L Sucrose for propagation an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UlCdium of 1／2 MS+O．5 mg／L6-BA+0．2Ⅱl L NAA+20．0 L SUCl~Se for soomphyte differentiation．After20—30 d，the spore— 

phyte was differentiated andthentransferred onthe rootingmedium  of1／2 +O．2,re,／LN从 +20 L sucl-o6~，and after 30 d，thereodet grow out． 

rIl1e survival rate of seed1ing transplanting was above 90％ after seedl recovering．【Conclusion] rhe study laid a foundation f0r investigation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s。heredity and genetransformationof P．v／t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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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草(Pteris vittata IJinn．)属于凤尾蕨科、风尾蕨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较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蜈蚣草株型优 

美可作为观叶植物与插花素材；亦可全草入药，性温，味淡， 

有解毒、祛风除湿、止血、止泻的功效；一般生长在含钙质较 

高的土壤上，可作为钙质土和石灰岩的指示植物；另外它还 

是环保植物，可以吸收土壤中的砷，因此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_JI2J。笔者通过研究蜈蚣草孢子的组织培养，可以找出有 

效的人工繁殖手段，创建高效的繁殖体系，也为其研究与应 

用提供方便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蜈蚣草成熟孢子。 

1．2 培养基种类 萌发培养基：①1／8 MS；②1／8 MS+0．2 

mg／L 6-BA；③knop，3种培养基上均不添加蔗糖；诱导培养 

基：④1／2 MS +1．0 ms／L 6-BA，加 20．0 g／L蔗糖；增殖培养 

基 ：( 1／2MS +0．5埘嚼／L6-BA+0．05m L NAA，加 20．0 g／L 

蔗糖；分化培养基：⑥1／2 MS +0．5 mg／L 6-BA+0．2 me／L 

NAA，加 20．0 g／L蔗糖 ；生根培养基 ：⑦ 1／2 MS+0．2 megL 

NAA，加20．0g／L蔗糖；以上培养基均添加琼脂 6．5 g／L，pH 

值调为 5．8～6．0。 

1．3 培养条件 温度(25±1)℃，光照 1 500 2 1300 lx，光照 

时间 1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 用剪刀将带孢子的叶片剪成0．5～1．0 cm 

长的小段，置于流水下轻轻冲洗 5～6 min，于超净工作台上 

放人消过毒的小三角瓶中，用 70％乙醇消毒 30 s，接着用 

0．1％升汞溶液消毒 3～6min，用无菌水冲洗4次，用灭过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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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剖刀将孢子从叶片上轻轻刮下来，加少许无菌水，孢子 

漂浮在无菌水上，孢子密度约200～300个／ml，用灭过菌的吸 

管吸取孢子悬浮液，分别接种到 3种萌发培养基上，置于光 

照培养箱中培养。第4o天左右，培养基上出现白绿色小点， 

第48天左右变为嫩绿色，约 1 t砌 大小，逐渐长成叶片形的 

原叶体，数量每瓶 200个左右，又经 30 d的培养，要及时转接 

到新的培养基上，否则原叶体长到一定程度会在培养基表面 

连接成片，部分嵌合在一起生长。在3种萌发培养基上萌发 

时间与数量无明显区别。 

2．2 诱导培养 将原叶体切分成约0．5咖}的小块，接种到培 

养基④。30 d以后形成绿色紧密的球St~(C,C．B)，约1 crI1}。 

2．3 增殖培养 将 GGB接种到培养基⑤上后观察，其继续 

长大，一般 30 d左右长大 2～3倍，应及时切分成小块转接， 

可转接到培养基⑤上继续增殖，或接到培养基⑥上促使分化 

成孢子体。 

2．4 分化培养 将 GGB接种到培养基⑥上，2o～30 d后从 

C．GB上开始分化出孢子体，40 d左右，每个 GGB约分化出30 

个左右的孢子体；再培养20 d，孢子体长为2～3 cm左右。 

2．5 生根培养 从 GGB上切取下来带 3～4个孢子体的小 

块，接到培养基⑦上，30 d左右长出2—3个褐色细根，根长 

1．0—1．5 cm。 

2．6 移栽 将含有腐殖质的细土进行灭菌，当组培苗根长 

到2 cm左右时，打开组培瓶封口于室温下放置 3～4 d，用镊 

子从三角瓶中夹出组培苗，移栽到营养钵的细土中，浇透水 

保持湿度 9o％～100％，遮阴，每天喷雾，约2～3周后缓苗成 

功，移栽成活率9o％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蜈蚣草的繁殖主要用分株法，繁殖系数较低，用孢子繁 

殖需要较高的环境条件。通过研究蜈蚣草组织培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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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培养基上外植体材料略有延迟外，其余处理均在第 5 

天就开始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愈伤组织。由图 1可知，愈伤 

组织首先出现在叶片的切口边缘部位(较大叶脉周围出现 

早)，并逐渐扩展到整个外植体表面，部分外植体还出现中部 

隆起弯曲现象。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绝大多数愈伤组织的 

颜色逐渐由白色或淡黄色转变为黄绿色或绿色，培养 4周后 

A2、A4培养基上部分培养物表面开始出现红褐色球形突起， 

其数目最多可达4个。试验结果表明，黄白色愈伤组织能在 

各试验培养基上成功诱导，诱导率为100％，各培养基对愈伤 

组织的诱导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该试验结果与杨绪等研究 

结果_1j一致。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在 培养基上生长缓慢， 

而在 A】、A2、A4培养基上生长较快且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由此可知，在以雪莲果幼嫩叶片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时，培养基中激素 6-BA与 NAA的合适 比例应为(1：1)～ 

(2：1)，最适宜的诱导培养基是 Ms+6-BA 1．0～1．5 rr L+ 

NAA 0．5～1．0mg／L。 

表1 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IMe 1 Effects ofdifferent disinfeclion  lime on explan~ 

表2 雪莲果叶片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lhbd 2 The callus induction~tuations．m Sm,,n,mt／ms soncMfolius leav~ 

图 1 雪莲 果 叶片 愈 伤 组 织 

№ ．1 The cam of Sma／／anthus sonc~folius ieav~ 

3 讨论 

在利用雪莲果幼嫩叶片诱导愈伤组织时，用浓度 0．1％ 

升汞进行外植体消毒的最佳时间为8 min。消毒时间越长，试 

验材料受汞离子的毒害程度越大，褐化死亡率越高。试验发 

现，有少数外植体被内生菌污染。如何减少或防止该现象的 

发生有待进一步研究。 

该试验以6-BA与 NAA组合诱导愈伤组织，但未见其分 

化形成不定芽。要获得试管苗，可考虑调整培养基中激素比 

例配方或选用其他激素组合，进一步进行愈伤组织的分化诱 

导试验。愈伤组织表面形成的红褐色球形突起是芽原基还 

是其他结构，有待进一步培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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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适宜的培养基种类及组培条件，可有效提高其繁殖效 

率，广泛应用于观赏、医药、环保等领域可获得更高的经济 

价值 一 ；还可以作为保存蜈蚣草种质资源的手段；另外， 

通过组织培养对其孢子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可为其 

生理生化特性、遗传和基因转化等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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