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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的组织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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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组织培养，介绍了连翘的培养方法，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条 

件下对培养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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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Forsythia suspensa(Thunb．)Va}l1)是木樨科常见的药用植物，它 

以果实和种子人药，具有清热解毒 、消痈散结等功效。连翘是中医临床上最 

常用的中药之一。药用历史悠久，目前全国有 30％左右的连翘产于泽州，是 

山西的地道药材。近年来随着连翘GAP基地的建设，急需大量优质连翘种 

苗，而采用常规的扦插和分株法，繁殖速度慢，且容易积累病毒，难以保证 

苗木的数最和质量。势必影响连翘GAP基地的建设。为解决这一矛盾，充 

分发挥山西药材的优势，所以进行了连翘的组织培养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取连翘春季萌发抽生的新梢作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将所取试材剪成长3cm左右的带芽茎段，置于三角瓶中，先用少许洗 

衣粉水浸洗 2 rain一3 rain，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到没泡沫为止，置于超净工作 

台上，用 0．1％Hgcl 消毒 8min，用无菌水清洗 5次 次，用无菌滤纸吸干 

水分，剪成长 l cm-2cm的单芽茎段，接种在芽启动培养基上，待芽长到2 

cm-3 cm时转接，并进行分化、生根培养基的筛选，最后进行移栽试验。 

启动培养基的成分：MS，BA(0．5，1．0)mg，L，N从 (O．O5，O．1)mg，L，蔗 

糖：30 g，L，琼脂：6．5 g，L，pH值5．8。 

收稿日期：2006—12—27 

分化培养基：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细胞分裂素为 BA(1．0，1．5)，生 

长素有 NAA(0．1，0．2，0、3)和IBA(0．1，0．2，0．3)，激素单位为mg／L，组成不 

同激素组合，每组合重复 5次。培养基中均加入蔗糖 30 s／L、琼脂6．5 s／L， 

pH值为 5、8。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以 1／2 MS为基本培养基，加入蔗糖 30 srL、琼脂 

6．5 srL，激素为 IBA(0．1，0．2)和 IAA(0．1，0．2，0．3)各浓度组合 ，激素单位 

为 ,m L。pH值 5．8。 

培养条件：光照强度为 2 000 Lx，光照时间为每天 l2 h，温度为23℃ 

～ 25℃ 。 

试管苗的驯化与移栽：将无根试管苗插人生根培养基，出现根原基 

后，移人调控温室，边生根边驯化，由培养室的恒温培养逐渐过渡到温室 

的变温培养。利用散射光照驯化，逐步增加光照强度。生根后闭瓶炼苗2O 

天，当试管苗根长约2 CO1—3 CO1、茎干微呈红色、叶片大而浓绿时，开口炼 

苗 3天，然后用镊子夹出试管苗，清洗根部培养基，移人 10 cmxl0 cm营 

养钵中进行移栽试验，栽植基质配比为，草炭土：珍珠岩：蛭石=1：1：l。 

2 结果与分析 

2．1 腋芽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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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ofthe Electric Conductivity ofthe Oxidized Tannin Extrac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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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v of oxidized tannin extract solution with the electric 

conductivity。he results of which show that the oxidized tannin extract solution possesses the features of the ionic polymer 

solution，determ ines the electric conductivities of the oxidized tannin extract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contractions in the 

temperature scope from 293 K to 343 K。discusses on that the electric conductivities submit to VTF Equation in the 

temperature scope from 293 K to 343 K。and by u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ctric conductivity and the 

temperature，estimates the conductive activation energy of the Oxidized Tannin Extrac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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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上进行培养。实验结果表明，以 MS+BA 1．0 mg，L+NAA 0．05 g，L这 
一 组合的培养基为最合适 ，接种 l星期后，腋芽开始萌发，25天后长至 3 

ctn左右，将其切 F进行继代培养。 

2-2 不同浓度 BA和NAA组合对培养效果的影响 

将连翘试管苗接种到不同浓度 BA和 NAA组合的分化培养基上，置 

于培养室进行培养 ，25天后记录分化系数 (指一个外殖体经一代培养后 

形成的新苗数)、平均新梢长和试管苗生长情况 ，结果见表 l。 

表 l 不同浓度 BA和 NAA组合对连翘试管苗培养效果的影响 

处理 (mS／L) 分化系数 新稍长／em 生长表现 

BA 1．O+NAA 0．1 5．O 4．O 苗较细弱 

BA1．O+NAA0．2 5．1 4-3 生长较正常化 

BA 1．O+NAAO-3 5．4 4．5 健壮，生长正常 

BA 1．5+NAAO．1 5．7 3．1 锥子枝，畸形枝较多 

BA1．5+NAA O．2 6．1 3．5 畸形枝较多，基部少最愈伤化 

BA 1．5+NAA O-3 6．6 2．5 苗细弱，畸形枝多，基部愈伤化 

表 l试验结果表明，BA和 NAA不同浓度组合对分化系数及其生长 

量有很大影响，芽的增殖和嫩梢的增长不仅仅取决于 BA和 NAA的绝对 

量，而且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比例，就本试验所涉及的浓度范围而言 ，在 

BA和 NAA组合中，高浓度的BA比低浓度的BA更有利于芽的增殖 ，且 

在 BA浓度一定时，连翘试管苗的分化系数随 NAA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以BA 1．5 m L，卜NAA 0．3 mg／L这一组合的分化系数最大，为6．6。但是高 

浓度的 BA不利于连翘试管苗新梢的生长，在分化系数最大时，试管苗的 

生长星表现最小 ，且植株细弱 ，畸形枝现象严重 ，基部产生大量愈伤组 

织；当BA的浓度较低时，连翘试管苗的生长量随 NAA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综观连翘试管苗的分化系数与生长量．以 BA 1．0 mg／L+NAA 0．3 m#L 

这一组合最好，即BA与 NAA的浓度比例以10：3为宜。 

2-3 不同浓度BA和 IBA组合对培养效果的影响 

同样将连翘试管苗接种到不同浓度 BA和 IBA组合的分化培养基 

上，25天后记录分化系数、平均新梢长和试管苗生长情况，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浓度BA和 IBA配比对连翘试管苗分化和生长的影响 

处 (mg／L) 分化系数 新稍长／em 生长表现 

BA 1．0+IBA0．1 4．1 2．8 生长较正常，基部愈伤化严重 

BA 1．0+IBA 0．2 3．9 3．7 生长正常，基部少量愈化 

BA 1．0+IBA0．3 4-3 4．1 较键壮，生长正常 

BA1．5+lBA O．1 4．5 4．O 健壮，生长较正常，基部少量愈伤 

BA 1．5+IBAO．2 5．1 4．8 健壮，生长正常 

BA 1．5+IBAO-3 42 4．6 健壮，生长较正常 

表2结果显示，BA和 IBA组合中，当BA浓度为 1．0mg，L时，IBA不 

同浓度对试管苗的分化系数影响不大，但对试管苗的生长量影响较大；随 

着 IBA浓度的增加，试管苗的生长量有递增的趋势。结果同样表明．高浓 

度的BA更有利于连翘试管苗的分化，而且当BA的浓度为 1．5 m扎 时， 

与不同浓度的IBA组合，试管莳的生长黾均较 BA浓度为 1,0mg／L时要 

高。综合考虑连翘试管苗的分化系数与生长量．以BA 1,5 mgL+IBA 0．2 

mgL为最佳激素浓度组合。 

2．4 不同浓度 IBA和 1AA组合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选取生长健壮 、整齐一致的连翘无根试管苗，接人 IBA和 IAA不同 

浓度组合的生根培养基 ，放人培养室进行培养，2O天后观察试管苗的生 

根率、单抹根数、生根天数和平均根长，观察结果见表3。 

表 3 不同浓度 IBA和IAA配比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生根率 单株根 生根天数 平均根长 处聊 (
mg／L) ，％ 数／个 ，天 ／

cm  

IBA0．1+IAAO．1 45．1 4．1 ll 1．1 

IBA0．1+IAAO．2 76．2 5．7 lO 1．2 

IBA0．1+IAA O-3 94．6 5．9 9 1．7 

IBA0．2+IAAO．1 38．4 1．7 ll 1．5 

IBAO．2+IAAO．2 79．2 4．O lO l-3 

IBA0．2+IAA O-3 59．5 3．1 10 1．6 

表3结果表明，在低浓度 IBA的组合中，随 IAA浓度的增加，生根 

率 、单株根数和平均根长逐渐提高，而生根天数逐渐缩短；在高浓度 IBA 

的组合中，随着IAA浓度增加，根部愈伤组织较大，所生根直接生在愈伤 

组织上，不利于试管苗移栽成活。综合考虑生根情况，以 1／2 MS+IBA 0．1 

mg／L+IAA 0．3mg／L+30 L蔗糖+6．5 g，L琼脂，pH值 5．8时生根率最高， 

达 94．6％，且株均生根条数最多，根系最长，生根时间最短。 

2．5 试管苗移栽 

将经过炼苗的生根试管苗用镊子轻轻夹出，并用清水洗净根部附着 

的琼脂，在温度为 25~C，相对湿度 75％～80％的条件下，移至已配好栽植基 

质的营养钵中，用0-l％多菌灵消毒后，浇透水，注意保温、保湿、遮阴和定 

时通风，约 7天后长出新根；逐渐增加光强，l5天后成活率达 93．8％．30天 

后待长出3片～4片真叶时，即可移人大阳中栽植，培养健壮荫术 

3 结语 

在 BA和 NAA不同浓度组合试验中，以 BA 1．0 mg／L+NAA 0．3 mg／L 

为最佳分化培养基激素组合，试管苗生长正常，平均分化系数为 5．4，新 

梢平均生长餐为4．5 em；在 BA和 IBA不同浓度组合试验中，以BA 1．5 

mg／L+IBA 0．2 nlg，L为最佳分化培养基激素组合，试管苗生长健壮，平均 

分化系数为5．1，新梢平均生长量为4．8 cnl。综合考虑分化、生 长效果，相 

比之下，后者更有利于连翘试管苗的增殖与生长，所 以MS+BA 1．5 mg／L 

+IBA 0．2 g，L+30 g，L蔗糖+6，5嚣，L琼脂 、pH值 5．8是连翘试管莳生 长、 

分化较为理想的培养基。栽人大}}f的连翘组培莆 ，经过培养观察，与营养 

繁殖苗形态特征无显著差异 ，但长势明显高于营养繁殖j51『，所以可以通 

过组织培养大量生产优质连翘种苗。至于组培苗产出的药材连翘其连翘 

苷等内在药效成分是否与营养繁殖苗有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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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issue Culturing of Forsythia Suspensa(Thunb．)V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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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issue culture，this paper introduces to the methods for culturing Forsythia suspensa(Thunb
．) 

Vahl，analyzes on the results，and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on the results of the cul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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