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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消毒处理、激素比例、是否添加活性炭利组织培养材料选择4个方面进行西藏八角 

莲组织培养条件的筛选，最终筛选出：选用已经萌动的芽，消毒时采用70％酒精消毒 lmin后，再用 

0．1％升汞消毒2min左右，6一BA和NAA的比例控制在1．8／0．2，同时加入5S／L的活性炭为最佳培养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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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949．95 

西藏八角莲(DysosmatsayuensisYing)别名八角盘、 

山荷叫、八角七、八角金盘、八两半、叶下珠。多年生草 

本，高50 90em；根状茎粗壮，横生。茎高35 55cm， 

不分枝，无毛，基部被棕褐色大鳞片。茎生2叶，对生， 

纸质，圆形或近圆形，几为中心着生的质状，直径约 

30cm，叶两面被毛，上面尤密，叶缘密被毛；叶片5 7 

深裂，几达中部；裂片楔状矩圆形，K8—12cm，宽 4．． 

7cm，顶端锐尖，边缘有针刺状细齿；浆果椭圆形或卵 

形，2—4枚簇生于2叶相交义处，长约3cm，红色，宿存 

柱头大而呈流梳状，果梗长3—8cm。花未见。果期 7 

月，7—9月采挖。性温、味苦辛，有毒。西藏八角莲具 

有清热解毒、散结祛瘀、活血舒筋、祛风除湿、水肿止 

痛，治跌打损伤、劳伤、风湿痒痛、热毒疔疮、腰腿痛、毒 

蛇咬伤等功效，此外，由于西藏八角莲含有鬼臼毒素， 

对治疗肺癌、白血病以及其他的恶性肿瘤都有特殊疗 

效，尤其是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鬼臼毒素在治疗尖 

锐湿疣等方面还具有极为特殊的作用。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人们对西藏八角莲的资源需求也逐渐加大，导 
， 致西藏八角莲目前处于令人十分担忧的濒危境地，因 

此，我们十分有必要通过组织培养的方式来获得西藏 

八角莲的无菌苗，既可以缓解西藏八角莲的资源压力， 

同时还可以为西藏八角莲的现代生物技术研究提供理 

论基础。 

1 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材料 

西藏八角莲(DysosmatsayuensisYing)隶属小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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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beridaceae)，鲜活外植体(已萌动芽、未萌动芽)取 

农牧学院自藏药材种植基地，该物种由鲍隆友副教授 

鉴定。 

1．2 实验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选取西藏八角莲未萌动芽、已萌 

动芽，洗净，用白米水冲洗较 K时间(浸泡 30min)，在 

超净：工作台上分别用70％的乙醇、0．1％升汞进行消 

毒处理，用无菌水冲洗4 5次，放在无菌的培养皿中 

备用。 

1．2．2 培养条件。者养温度为22—25cc，空气相对湿 

度为40％ 60％，10～12h进行光照培养。基本培养 

基为Ms，含糖量为25g／L一30g／L，琼脂为5g／L一6g／L， 

pH为5．8。 

1．2．3 筛选方案。本文主要对消毒处理方法、激素配 

比、添加活性炭以及萌动芽利未萌动芽之间进行比较 

实验。消毒处理主要考虑酒精和升汞的不同作用；激 

素配比主要是 6一BA与 NAA的比例分别为 1．8／0．2(0 

号培养基)、1．8／0．6(1号)、2．0／0．6(2号)：活性炭实验 

主要针对 l号和 2号培养基进行；萌动芽和未萌动芽 

之间的比较实验在相同处理方法的条件下进行。具体 

方案见结果部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处理对萌动芽无菌苗诱导的影响 

在组织培养中，对无菌苗获得必须对材料进行消 

毒处理，消毒时间的确定要根据不同的外植体而定。 

如果处理时间太长，就会杀死外植体组织；但如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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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短，就达不到彻底灭菌的效果。因此，灭菌时间的选 

择是极其重要的，它将直接关系到培养成功与否。实 

验说明，合适的灭菌时间，不仅污染率低，生长也良好， 

见表 1。 

表 1 不同灭菌处理对萌动芽无菌苗的诱导 

处理酒精(min)升汞(min)接种数(个)污染率(％)褐变牢(％) 

从表 1看出，每个处理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褐变， 

只是不同的消毒处理出现褐变的程度并不一样，培养 

材料一旦出现褐变，最终将会导致植株的死亡。从表 

中还可以看出在相同的酒精处理时间上，升汞处理时 

间以2min效果最佳，其褐变率仅为 26％，但污染率相 

对较高，达到40％；而在相同的升汞处理时间上，酒精 

处理时间以4min的污染率相对较低(30％)，但褐变率 

却很高(98％)。因此，在西藏八角莲的消毒处理时，最 

好用70％的酒精消毒 1rain，然后用0．1％的升汞消毒 

2min最好。 

2．2 培养基激素配比对未萌动芽无菌苗诱导的影响 

植物组织培养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培养材料 

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培养基的种类和成分，不 

同的植物材料对培养基及其种类的要求不同。因此， 

必须根据不同的植物材料来选择合适的培养基。经实 

验发现，激素配比不同对植物的无菌苗诱导有很大的 

差异，实验结果见表2。 

表2 培养基激素配比对萌动芽无菌苗的诱导影响 

通过表2表明，在 3种不同的培养基中由于加入 

的6一BA和NAA的比例不同，从而导致实验结果出现 

明显的差异，其中以O号培养基为最佳培养基，6一BA 

和NAA的比例为 1．8／0．2，其他两种培养基由于激素 

比例发生了变化，使得西藏八角莲外植体的分化率出 

现极大差异，O号培养基分化最为明显，效果最佳。 

2．3 添加活性炭对西藏八角莲外植体诱导的影响 

因为西藏八角莲其次生代谢产物中含有鬼臼毒 

素，鬼臼毒素具有很强的毒性，为了防止西藏八角莲分 

泌出鬼臼毒素而发生褐变将植株杀死，本实验采取在 

培养基中添加活性炭以吸附其分泌出的鬼臼毒素，降 

低植株死亡率，延长其生命周期，见表3。 

表3 添加活性炭对西藏八角莲外植体诱导的影响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无菌苗诱导过程中，遇到了 

不同程度的褐变现象，添加活性炭可以吸附鬼臼毒素， 

同时减小了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的褐变率。虽然减小 

褐化可以延长外植体的生长周期，但不能抑制其分泌。 

因此，为了进一步降低褐变率，在实验过程中还发现， 

每隔 lO天更换一次培养基，也是一种很好地解决办 

法。 

2．4 对不同外植体诱导的分化情况 

在上述的研究中发现，制约西藏八角莲外植体生 

K的关键因子是实验材料发生了褐变现象，针对这一 

问题，我们对实验材料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见表4。 

表4 对不同外植体诱导的分化情况 

外植体 升汞处~(min)接种数(个)萌动时间(d)分化率(％) 

结果表明，升汞处理 10min(此处没有用酒精消 

毒)，已萌动芽分化率较高(8O％)，且生长较好，但未萌 

动芽的分化率则很低(10％)，所以，在进行西藏八角莲 

的外植体诱导培养时最好选用萌动芽。 

3 讨论 

植物组织培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每种植物都有 

它自身的生长条件和营养需求，所以在进行植物组织 

培养时要筛选合理的培养方案，以便提高组织培养的 

效率，药用植物由于在培养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次生代 

谢产物，其组织培养的难度更大。通过我们的不同消 

毒处理来看，酒精消毒的时间延长会导致外植体的褐 

变率增加，但时间缩短又会由于消毒不彻底而致使污 

染率增加，这主要是应为酒精对鲜活组织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甚至破坏外植体组织，但我们不能一味的使用 

升汞进行消毒，因为升汞对环境的污染严重，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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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二者结合使用，同时还可以采用 NaCIO进行消毒处 

理，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培养基中激素的比例不同，通常会使外植体发生 

分化的效果产生极大的差异，这主要因为每种激素在 

外植体生长的过程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有的是诱导 

根分化，有的是诱导芽分化，所以在进行外植体诱导 

时，我们要根据实验目的选择不同的激素比例。 

加入活性炭主要起到吸附的作用，它并不会对外 

植体的生长产生直接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吸附培 

养基中的分泌物产生间接的作用。 

已经萌动的芽进行诱导时其分化率明显高于未萌 

动的芽，主要是因为萌动芽的生理活性明显要高于未 

萌动的芽，并且萌动芽生活力旺盛分生能力强，因此， 

在进行组织培养时最好选用已经萌动的芽。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的实验证明：在进行西藏八角 

莲的组织培养时，材料最好选用已经萌动的芽，消毒时 

采用70％酒精消毒 lmin后，再用0．1％升汞消毒2min 

左右，6一BA利 NAA的比例控制在 1．8／0．2，同时加入 

5 L的活性炭为最佳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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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鼠害防治队伍建设 

西藏牧区由于缺乏相应专业的草原保护人才和和 

各级技术人员，因此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对技术人员 

进行培训，增强对鼠害的认识，提高防治技术水平，逐 

步建立一支整体素质较高的草原保护和建设队伍。 

3．3 合理、正确使用化学农药 

在采用化学毒饵灭鼠时，根据具体隋况，选择氯敌 

鼠钠盐等高效低毒的农药，尽量减少其使用量和使用 

面积。结合生态、C型肉毒素等生物防治措施，预防二 

次中毒，保护和利用现有天敌。 

3．4 制定灭鼠规划。走综合防治之路 

各级政府应提前计划和统筹，调拨药品和灭鼠工 

具等物资，安排好人员。组织牧户、牧民，有组织、有纪 

律、统一进行灭鼠活动。可以同时采用化学灭鼠和物 

理灭鼠法，结合生物灭鼠法进行综合防治。适合当地 

的物理法是水淹法。利用当地比较充足的水源条件， 

在春季或夏季进行草地大面积漫灌，对灭杀高原鼠兔 

有较好的效果。或以C型肉毒梭菌毒素为毒饵，以青 

稞、胡萝 卜为诱饵，在4—5月进行生物灭鼠，有同样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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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改良草地 

利用草原上的小溪和河流，建议在溪流的不同部 

位修建水闸，建设必要的灌水设施，疏通河道，利用草 

地天然的坡度，截水灌溉。或建立科学合理的放牧制 

度，给草地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植被恢复过程，提高 

草地盖度，破坏高原鼠兔生境。同时，适当补播适应当 

地的禾本科植物，如早熟禾属的早熟禾 sP、藏北早熟 

禾和冷地早熟禾等，羊茅属的弱须羊茅和羊茅sP．等， 

对改良草地、恢复植被、消灭鼠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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