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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马兰的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徐秀芳 张海洋 

(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摘 要 以野生马兰茎段为外植体，研究了影响芽与根诱导分化的激素浓度配比。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当培养基中 

BA浓度相同时．NAA的浓度为0．05 mg／L时，适合芽的诱导及生长，马兰的最佳诱芽及生长培养基为 MS+2 mg／L BA+0．05 mg／L 

NAA。去掉愈伤组织的丛生芽更容易生根，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MS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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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Kdimens indica)~JU名马兰头 、红梗菜 、鸡儿 

肠、田边菊、紫菊 、螃蜞头草等，属菊科马兰属多年生 

菜药兼用型草本植物 ，与一般蔬菜相 比，其 Se、Zn、 

Mg、Ca含量更 丰富 2】，还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 、脂肪 、 

糖、纤维素、有机酸类 ，维生素 A、C含量多 ，维生素 C 

的含量也 比菠菜和柑桔类的水果都高[3i，具有降低血 

压 、抑制血管疾病、抗衰老、抗癌作用。还具有清热解 

毒 ，止血 、散结消肿、化痰止咳之功效。可治疗乙型肝 

炎、急性咽喉炎、结膜炎 、中耳炎 、慢性支气管炎 、风寒 

感冒、流感 、消化不良、创伤出血 、痈肿、痔疮等症。马 

兰全草人药 ，单剂、复剂均可治病 ，也可与其他食物一 

起食用，进行食疗 ，对数十种疾病都有预防和治疗作 

用。马兰的市场的需求量大，人工栽培可产生较大的 

经济效益。但 目前马兰栽培面积不多、野生马兰的数 

量有限，供不应求 ，因而扩大马兰的人工栽培面积、加 

快优良品种的选育势在必行 。 

目前人们多数采用种子繁殖和分株繁殖来栽培 

马兰[5-7]，此方法能大量繁殖马兰，但易将病毒传给下 
一 代 ，引起品种退化、严重地影响了产品的商品价值 。 

通过组织培养不仅能够快速繁殖种苗，还可以生产脱 

毒苗 ，周年试验或生产周期短，不受季节的限制，而且 

占地面积小 ，繁殖速度快，为马兰的规模化 

栽培和种苗繁育提供了技术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采 自湖州师范学院内植物园 

的野生马兰，选择 O．3～O．5 cm的茎段作为 

外植体。 

1．2 消毒方法 

将外植体用清水冲洗 ，再将茎段用 0．1％ HgC1 消 

毒 8 min，用无菌水冲洗 4～5次，置于无菌皿中备用。 

1．3 试验方法 

①芽诱导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 

同种类浓度的激素 、3％的蔗糖和 0．8％琼脂配制成 

Y1、Y2、Y3、Y4、Y5五组培养基 ，每组又分 3种 ，分别 

用 1、2、3表示，总计 15种培养基，具体配方见表 1。 

②生根培养基 以 MS、1／2MS、1／2MS+0．1 mg／L 

NAA为基本培养基 ，再附加 3％的蔗糖和 0．7％琼脂配 

置成 G1，G2，G3三种生根培养基。 

③操作方法 将准备好的外植体分别接种在15 

种芽诱导培养基上诱导生芽，培养温度 22～26℃，光照 

2 000 lx，光照 14 h／d。接种 28 d后 ，将芽诱导培养基 

上的丛生新芽分成 D1、D2二组 ，其中 D1去掉愈伤组 

织 ，D2带有愈伤组织。然后转接至 G1、G2、G3生根培 

养基诱导生根。 

待根长成 1．5～2 cm，将有根苗洗去培养基 ，移植 

温室营养土中，浇透水 ，其上覆盖塑料膜 ，7 d后去掉 

塑料膜。注意适时浇水 ，防菌，防烂苗，并观察其长势。 

表 1 芽诱导培养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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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芽诱导及生长的影响 

接种后 5～8 d，Y1培养基 首先 长出新 

芽，芽长 0．2～0．5 cm，再过 2～3 d，其他培养基 

才陆续长出新芽 ，同时茎段基部产生少量的 

愈伤组织。21 d后 15种培养基均长出丛生 

新芽，芽增殖率 8～13，芽诱导率 100％．但丛 

生新芽生长情况不同，见表 2。 

表 3 不 同的培养基对丛生新芽生根的影响 

从表 2看出，在 Y11、Y21、Y31丛生新芽高、叶片 

大而绿 ；说明 BA在 2-6 mg／L浓度范围内，芽的生长 

与 NAA的浓度有关 ，当 NAA的浓度为0．05 mg／L时． 

较适合芽的诱导及生长。在 Y4的 3种培养基中，当 

NAA的浓度为 0．1 mg／L时．在 Y5的 3种培养基中． 

当 NAA的浓度为 0．2 mg／L时．丛生芽生长较好。说 

明，在 BA浓度增大时，NAA浓度也要相应增大，比较 

适合芽的生长。 

2．2 不同培养基对根的诱导及生长的影响 

将 D1和 D2同时接种到 G1、G2、G3生根培养基 

中，5～7 d，G1培养基首先生根，根长 1．2-1．5 em，再过 

5 d，G2和 G3培养基开始生根。培养到 25 d时生根情 

况见表 3。 

由表 3可知 。去掉愈伤组织的丛 生芽生根率 

100％．带有愈伤组织的丛生芽生根率较低 ；而且 MS 

培养基对去掉的愈伤组织马兰生根效果最好。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芽的诱导和生长的影响 

备注：“+”表示叶片小、叶色(绿)浅、生长速度慢，“+++”相 

反 ．“++”居 中。 

2-3 组培苗的移栽 

幼苗生根待根长成 1．5-2 em，将已生根的组培苗 

用 自来水浸泡 3～5 h，洗去培养基，定植到栽培基质 

中。移栽后盖上塑料薄膜 ，相对湿度保持在 90％以上． 

温度 20～25℃移栽一周后即可看到新叶的长出．成活 

率可达92％以上。90 d后，平均每株根长 6．8 em，平均 

叶宽 1．94 em，平均每株的叶片数为 14．6片。 

3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一定范围内 (BA浓度 2-6 

mg／L)，当培养基中 BA浓度相 同时 ，NAA的浓度为 

0．05 mg／L时，适合芽的诱导及生长 ，马兰的最佳诱芽 

及生长培养基为 MS+2 mg／L BA+0．05 mg／L NAA。去 

掉愈伤组织的丛生芽更容易生根．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MS培养基。 

马兰的幼叶、茎尖 、茎段均可作为外植体，通过组 

织培养的方法产生再生植株 ，快速繁殖优良种苗 们。 

为扩大马兰的栽培面积，促进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利 

用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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