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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叶荆芥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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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裂叶荆芥[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enth．)Briq．】，又称假苏、四棱杆蒿。 

2材料类别 种子无菌萌发苗的叶和茎段。 

3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1)MS；不定芽 

诱导和分化培养基：(2)MS+6．BA 1 mg．L (单位下 

同)，(3)MS+6一BA I+NAA 0．1，(4)MS+6．BA I+NAA 

0．2；(5)MS+6一BA 2，(6)MS+6一BA 2+NAA 0．1， 

(7)MS+6一BA 2+NAA 0．2；生根培养基：(8) 

MS+NAA 0．1，(9)MS+NAA 0．2。上述培养基添 

加 3％蔗糖和 0．7％琼脂，pH 5．8-6．2。培养温度 

为(25~2)℃，光照时间为 12 h．d一，光照强度为 

30~50 gmol·m-2．s一。 、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种子萌发苗的获得 将种子用70％的酒精 

消毒 30 S，经 0．1％升汞溶液消毒 6̂，8 min后， 

用无菌水冲洗5次，然后接种于培养基(1)上。约 

20 d，待种子萌发出的苗高4 cm以上时用于芽的 

诱导及分化。 

4．2芽的诱导及分化 取无菌苗的叶和茎段，接种 

于培养基(2)～(7)上，7 d后叶和茎段均普遍膨大， 

与培养基接触处开始形成淡黄色颗粒状愈伤组织， 

20 d左右，愈伤组织上出现绿色芽点，进而形成 

芽丛。其中以培养基(7)的效果最好，其分化率可 

达 8 2％。 

4．3生根培养与移栽 将芽丛中高 1~2 cm的芽苗切 

下接种于培养基(8)和(9)上，培养4 d，均可长出 

乳白色的根，生根率可达 100％。其中培养基(9) 

上诱导的根较培养基(8)上粗壮。当根长达3 cm左 

右时，打开瓶盖，室内自然光照下炼苗 3 d后可 

将小苗取出，用 自来水冲洗掉附着在苗上的培养 

基 ，直接将幼苗移栽入花卉土中，注意保湿管 

理。移栽苗成活率高达 86％，苗生长良好并可开 

花结籽 。 

5意义与进展 裂叶荆芥为唇形科裂叶荆芥属一年 

生草本植物，含芳香油，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张 

丽等 2001)。荆芥始载于 《吴普本草》，异名假 

苏、四棱杆蒿等(袁久荣等 1996)，我国大部分地 

区有产(郑虎占等 1999)。本文中的裂叶荆芥是我 

国此属植物 中仅有 的 2个种的一种 。《本草纲 

目》记载其在干燥地上部分苦温，可以清血，是 

血中风药(江苏新医学院 1986)，为中医临床常用 

药物：亦有人认为 以其性平或凉而入药(李栓 

1986)。本试验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建立了无性繁殖 

体系，这对今后改变其传统种植模式，培育出优 

质高产药材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裂叶荆芥的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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