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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花卉老鹳草的引种和植物组织培养研究 

负 剑 贝 U 
(山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山西 太谷 o308o0 

摘 要：实验用老鹳草无菌苗做原料，利用老鹳草的茎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选出合适的培养基，以培育出品质好的完整植株，为 

以后的引种马lIl化提供试验材料。结果表明，培养基灭菌时间为3rain，琼脂浓度为 7g·L-一时，种子的出芽率为最高 ．可达 100％；MS+ 

6一BA 0．3rag’L-t+NAA 0．tnw~l·L-’的培养基为茎段离体培养的最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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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ld flower Geranium thunbergii Siebet Zuce leads a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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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experiment has no germ seedling to do raw material with Geranium thunbergii Siebet Zuce and 

make use of the caulis of Geranium thunbergii Siebet Zucein order to outside plant a body，carry on leaving body 

development,select a suitable culture media to grow product the quality good complete plant,is hereafter of lead a 

kind to tame to turn  to provide experiment materia1．Express that culture media’S putting out germ is 3 minutes for 

l~Ile as a result, the Qiong fat density is a 7 gs ·point L～，of the seed bud rate is tallest，can reach to 100％； 

MS+6-th e BA 0．3 rags ·L- + NAAs O．1 mgsd ·the culture mesa of L一 for caulis segment th e best culture mesa 

which leave bod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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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鹳草学名 Ger~ium wilfordii Maxim，别名：鸭 

脚草；分类：槎牛儿苗科 Geraniaceae老鹳草属 Gera— 

nium；形态：多年生草本，高35～80cm。茎伏卧或略倾 

斜，多分枝。叶对生，叶柄长 1．5~4cm，具平伏卷曲的 

柔毛，叶片 3—5深裂，近五角形，基部略呈心形，裂片 

近菱形，先端钝或突尖，边缘具整齐的锯齿，上面绿 

色，具伏毛，下面淡绿色，沿叶脉被柔毛。花小，径约 

1cm，每 1花梗 2朵，腋生，花梗细长；花萼 5，卵形或 

卵状披针形，疏生长柔毛，先端有芒；花瓣 5，倒卵 

形，白色或淡红色，具深红色纵脉 ；雄蕊 l0，全具花 

药：花柱 5裂，延长并与果柄连合成喙。蒴果先端长 

喙状，成熟时裂开，喙部由下而上卷曲。种子长圆形， 

黑褐色。花期5~6月。果期6～7月。老鹳草为一年生 

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常自生于海拔 100～500m的低 

山草坡或疏林下温度适应范围较广，分布于我国长 

江流域和北部各省。老鹳草的叶形美观，叶色鲜艳， 

花色多，花美观，植株矮小，适合做地被植物用。 

随着城市绿化建设的发展，野生花卉的引种驯 

化和开发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老鹳草为野种驯化 

而来，适应性强，抗性强，适应于边坡绿化。不仅可以 

延长北方城市的绿化、彩化期、丰富城市景观，还可 

以体现这些城市的绿化特点和地方风格。在城市中 

绿化、香化、美化等起到一定的作用。除此园林用途 

外，老鹳草的药用价值也相当高，为中医临床常用 

药。具有祛风湿、通经络、止泻痢等功能，现代药理研 

究也发现其具有抗菌消炎、抗病毒、抗肝损伤、止咳、 

抗氧化、抗癌以及孕激素样等多种作用。目前，国内 

对老鹳草的药理作用研究较多，但对老鹳草的园林 

用途的研究很少。 

本实验试图通过老鹳草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选出合适的培养基，以培育出品质好的完整植株，为 

以后的引种驯化提供试验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本实验所用材料老鹳草种子来自庞泉沟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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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试验操作 

1．2．1 培养基的配制 本试验选取 MS培养基为基 

础培养基 

l-2．1．1 MS培养基母液的制取 制取母液 (表 1)， 

一 般按表列顺序依次称量，分别溶解在少量蒸馏水 

中．最后在依次加到一起，并定容到规定的体积。用 

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称取药品。母液配好后贴上标 

签，保存在 40~C冰箱中。其中有成分的母液放置于 
一 20℃冰箱中。 

配制母液 Ⅲ要注意 ：分别溶解 F~SO,·4H 0和 

Na~-EDTA·2／-／20于450ml 60oC 80~C蒸馏水中，适 

当加热并不停搅拌。然后将两种溶液混合在一起，调 

整 PH值到 5．5，最后加蒸馏水定容到 1000ml。 

l-2．1．2 MS培养基的配制 用白糖代替蔗糖，用琼 

脂作为凝固剂。有下面 3种配方： 

(1)MS+白糖 30 J+琼脂 5g·IJ_ 

(2)MS+白糖30 L+琼脂 7g·IJ_ 

(3)MS+白糖 30g／L+琼脂 8g·IJ’ 

表 1 MS培养基母液的配制 

1．2．2 灭菌 将配好的培养基和蒸馏水装到三角瓶 

中，及试验所需的器材放在高压锅里进行灭菌。 

将所需的灭菌材料及器材放在高压锅内，接通 

电源，打开开关，温度设置为 121 oC，打开工作开关。 

当气压达到0．05时，提起阀门放气，当气压降到 

0．25时，停止放气。在等到气压达到0．1时，灭菌 

20min。然后关掉开关，切断电源，冷却，当气压将为 

0时，取出材料及器材。 

1．2．3 超净台的操作 接通电源，打开紫外灯对超 

净台灭菌 15rain。然后关掉紫外灯，打开通风开关， 

通风 20rain。之后于超净台内进行培养基的分装、接 

种等操作。 

1．3 实验方法 

1．3．1 老鹳草种子的无菌培养 

1．3．1．1 老鹳草种子的选取 选取颗粒饱满的种子 

为材料。 

1．3．1．2 老鹳草种子的灭菌 在超净台上，将种子 

置于无菌培养皿中，先用 75％的酒精溶液浸泡 30s， 

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在用 35％ 的 NaCIO溶液 

浸泡，作 3种梯度进行灭菌．a．1min；b．3min；c．5min。 

然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 

1．3．1．3 老鹳草种子无菌培育的培养基的选择 老 

鹳草种子培养只用 MS培养基。为了获得硬度适中 

的培养基 ，在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的琼脂制取固 

体培养基。 

(1)Ms+琼脂 5g·IJ- 

(2)MS+琼脂 7g·IJ- 

(3)MS+琼脂 8g·IJ- 

1．3．1．4 老鹳草种子的接种 在超净台中，将用灭 

菌不同时间的种子分别接种到琼脂浓度不同的培养 

基上。接种晚后，用封口膜将培养皿封好。然后将培 

养皿放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培养。并隔几天观察一 

次。 

1．3．2 老鹳草茎的培养 从老鹳草无菌苗上剪取茎 

段，然后接种到以下 3种培养基中，并进行观察。 

(1)MS+6-BA 0．3mg·L一+NAA 0．1mg。L- 

(2)MS+6-BA 0．1mg·L- +NAA 0．2mg·L- 

(3)MS+6一BA 0．3mg·L一 +NAA 0．2mg·L- 

2 结果与分析 

2．1 老鹳草种子的无菌培育 

试验结果(表 2)，表明灭菌时间为 1min时 ，虽 

有发芽，但有污染。说明灭菌不彻底 ，不能培育出无 

菌实生苗。灭菌时间为5min时，由于灭菌时间过长， 

使种子失活，严重影响种子的发芽率。而灭菌时间为 

3min时，种子出芽率为最高，而且无污染，为最佳灭 

菌时间。 

用不同浓度的琼脂培养基培养，试验结果表明， 

琼脂为 5g· 的培养基凝固不好，不利于接种；琼脂 

为7g· 的培养基和琼脂为 8g· 的培养基，硬度 

适中，利于接种 ，但在接种后 ，琼脂为 7g·IJ- 的培养 

基，发芽率为 100％，而琼脂为8g·IJ- 的培养基发芽 

率为 10％。说明琼脂为 8g·L一的培养基，琼脂浓度太 

高，培养基太硬，不利于种子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 

使其发芽速度缓慢发芽率低。实验表明琼脂为 7g·L『 

的培养基为最佳。 

2．2 老鹳草茎的培养 

老鹳草的实生苗长到一定高度时，将其茎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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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出芽种子及状况 

并将茎切成小段，放在不同培养基培养的情况如下。 

在 MS+6-BA0．3mg·L- +NAA0．1mg·L- 的培养基中培 

养的茎段伤口处褐化。10d后培养基褐化减轻，茎段 

基部膨大，从茎段的顶端产生丛生芽，增殖数为 3， 

芽的诱导率为 100％，并且在基部有粉色的愈伤产 

生，愈伤的诱导率为 100％。13d后茎段和培养基的 

褐化明显减弱，愈伤组织增大 。之后应将愈伤分离 

出去，诱导其分化。将丛生芽放人生根培养基中诱导 

生根，培育出完整植株。 

在另外2种培养基上培养的茎段，5d后茎段变 

褐，产生褐化现象。继续培养，有少数茎段接触到培 

养基的基部有愈伤的形成。 

实验结果表明，在 MS+6一BA0．3mg·L- +NAA 

0．1mg／l·L--的培养基为最佳培养基。 

3 讨论 

实验过程中，对材料灭菌不充分，材料上、超净 

台中有菌，培养器皿不干净等都会引起污染造成实 

验结果不理想。目前来看，老鹳草的种子的培养，培 

养基灭菌时间为 3min，琼脂浓度为 7g·IJ- 时，种子 

的 出 芽 率 为 最 高 。 MS+6一BA0．3mg·L- +NAA 

0．1m ·L-l的培养基为老鹳草茎段离体培养的最 

佳培养基。是否有更佳的培养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种植中草药不仅可以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的需 

要，而且可以为山区的经济发展，开展多种经营，扶 

贫致富，改变山区面貌作出贡献。所以，今后加强老 

鹳草的引种、驯化，以及对其栽培技术的研究将具有 

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小结 

近年来，我国北方城乡植树种草等园林建设有 

了很大进展，但是面临着树种单调、花卉种类不多的 

问题。很多地方依靠草花或引进南方木本花卉，以解 

决眼前困难。但是引进外来的木本花卉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如所引进的木本花卉不一定能适应北方 

的生态环境，大量南方木本花卉耐寒性及抗旱性较 

弱，不能露天种植；在繁殖与栽培管理方面存在着技 

术困难；从经济角度考虑不合算。然而，许多本地的 

野生花卉适应性广，经济价值高，但采用常规方法难 

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故应采用应用生物工程组织培 

养等新技术，实现工厂化育苗。目前在我省的引种驯 

化中还很少采用组织培养等新技术，因此，要充分利 

用本地的野生花卉资源，丰富花卉生产。从而，满足 

人们的多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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