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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 茄 的离体培 养 与快 速 繁殖研 究 

李 慧，吴 松，孙 其 文，马 承 忠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江苏 淮安 223200) 

摘 要：以颠茄的种子和种子萌发后带项芽的幼茎段作为外植体，研究了外植体消毒方法、 

激素组合对其离体培养与快速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种子在O．1 升汞+3滴吐温一8O溶液中 

浸泡 1O min、茎段在 O．1 9／6升汞溶液+2滴吐温一8O分别浸泡 2 min灭菌效果较好；外植体分化的 

适宜培养基为：1．0 mg／L 6一BA+0．05 mg／I IBA；诱导丛生芽的最适培养基 1．0 mg／L 6一BA+ 

O．1 mg／I IBA+3 蔗糖；诱导试管苗生根的最适培养基为：1／2MS+0．2 mg／L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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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茄(Atropa belladonna L)，俗名“野山茄”，双子 

叶植物纲，茄科多年生有毒草本植物。颠茄全草入药， 

叶和根含莨菪碱和微量东莨菪碱，可制成侵膏和配剂， 

能抑制腺体分泌，具麻醉和镇定作用，近年来在戒除毒 

瘾和网瘾上取得了显著疗效，致使对颠茄的需求激增， 

但国内颠茄的野生资源和部分地区的零星种植，不能满 

足市场的需求，因此，通过植物组织培养途径，短期内获 

得大量种苗，扩大种植规模，以满足市场的需要。通过 

采用组织培养法进行快速繁殖研究，旨在为颠茄工厂化 

育苗提供技术参数。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06年3月至2007年6月进行。供试材料 

颠茄种子购自四川省重庆市，分别以种子和种子萌发后 

带顶芽的幼茎段作为外植体(幼苗取自淮安生物工程分 

院标本园驯化池内，2006年 2月种植)。 

1．2 试验方法 

1．2．1 消毒 种子消毒：选取饱满度一致的颠茄种子， 

包在纱布小袋内，挂于水龙头下，用流水冲洗 2 h，然后进 

行表面灭菌。在无菌条件下，先用纯酒精迅速漂洗一 

下，无菌水冲洗 3～4次，再分别采用升汞、次氯酸钠、吐 

温一8O及新洁尔灭 4种灭菌剂，进行不同灭菌剂的效果 

试验。然后将经表面灭菌处理的试验材料，用无菌水冲 

洗 5次后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上。培养条件：每天光照 

12 h，光照强度 2 000 lx．培养温度(25±2) C。茎段消毒： 

于晴天的下午选取带有顶芽和幼嫩侧芽的茎段，用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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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洗去除表面尘土，然后进行表面灭菌。在无菌条件 

下，先用 75 酒精浸泡20~30 s，无菌水冲洗3～4次，再 

转入0．1 升汞溶液+2滴吐温一8O分别浸泡 4、2、1 min， 

无菌水冲洗5～6次。在以上的过程中要不断摇动，以 

去除附在外植体表面的气泡。用消毒滤纸吸干水珠后， 

将幼茎切成0．3 cm长的茎段接种在诱导培养基上。 

1．2．2 不同激素浓度对外植体分化能力的影响试验 

将无菌种子或茎段分别接种于添加了不同浓度 IBA和 

6-BA的MS培养基上，30 d后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 

45 d后统计分化成苗率。 

1．2．3 丛生芽增殖培养基筛选试验 将高约1．5 ClTI的 

无菌苗接种于添加了6-BA、IBA、IAA和NAA 4种不同 

激素和生长素配比的MS培养基上，20 d后统计芽数并 

记录生长情况。 

1．2．4 生根培养基筛选试验 取高约1．5 tin的无菌苗 

接种于添加了IBA、NAA和IAA 3种不同生长素浓度的 

1／2 MS培养基上，培养 2周后，记录生根率、平均根长、 

平均根数及根的粗细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毒剂及灭菌方法比较 

2．1．1 种子消毒 植物组织培养的成功首先在于初代 

培养，即能否建全在于无菌外植体，为此进行了5种不 

同消毒方法及消毒剂的比较试验，以便选择杀伤力小且 

效果较好的药剂和灭菌方法。不同消毒剂种类及消毒 

方法的灭菌试验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用0．1 升汞+ 

3滴吐温一8O消毒 10 min和用2 9／6次氯酸钠和0．1 升汞 

消毒8 min，这2种方法灭菌效果较好，没有污染，但方法 

3对外植体的杀伤力却很强，获得的无菌材料萌发率较 

低；方法1、2和4发芽率较高，但方法1和4污染率也较 

高，消毒不够彻底。因此，最佳消毒方案为：用流水冲去 

表面尘土和部分细菌，再用纯酒精迅速漂洗一下，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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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升汞+3滴吐温一8O溶液中 10 min，无菌水冲洗 5 

次，即可转接人培养基中。 

表 1 不同灭菌剂及灭菌方法对颠茄种子 

消毒效果的比较 

注 ：接种 20 d后 统计 结 果 。 

2．1．2 茎段消毒 由于升汞是一种剧毒物质，即使在升 

汞处理完后，用无菌水冲洗 7～8次，仍然有少量残留在 

外植体上，导致外植体死亡。经过4 min浸泡处理，外植 

体染菌率为 0，成活率为52 。2 min浸泡茎段，外植体 

总染菌率为2 ，总死亡数为3个；当茎段浸泡1 min后， 

外植体总死亡率为 6个，但总染菌率高达56 (表 2)。 

从以上数据分析表明：用 4 rain浸泡茎段处理，外植体染 

菌率虽然很低，但是死亡率过高；茎段浸泡 1 mfin，外植体 

死亡率大大降低，但染菌率却很高，这 2种处理方法得 

到的未受伤害的外植体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所耗费 

的材料太多。因此，颠茄茎段的灭菌宜用升汞浸泡 

2 min。观察中发现3种处理外植体在接种一周内都有不 

同程度褐化现象并导致生长缓慢，10 d后，成活的外植 

体褐化现象消失。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乙醇进行表面消 

毒时酒精毒害所致。 

表2 不同时间处理对颠茄幼茎的伤害和染菌情况 

处理时间 接人外植 染菌 污染 死亡 总成活 成活 

／min 体数／个 数／个 率／ 数／个 数／个 率／ 

4 50 O 0 24 26 52 

2 50 O 0 4 46 92 

1 5() 2R 56 6 4^ 88 

培养基上后，均可不同程度的分化出芽(表 3)。在 6组 

激素浓度中，以1号、2号和 4号培养基的诱导效果较 

好，30 d后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100 ，45 d后愈伤组织直 

接分化成苗率均超过 85 。6号培养基对愈伤组织也 

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作用十分缓慢，而 3号高 IBA浓 

度的培养基则对成芽起抑制作用，出现分化停滞现象， 

最后逐渐发黑趋于死亡。 

在不同生长素浓度对外植体分化能力影响的试验 

中，芽的形成与不同激素用量的比例有关，在一定范围 

内，成芽率与6一BA／IBA呈正相关，但IBA浓度对芽的形 

成存在一定的限制作用。 

表 3 不同激素浓度对颠茄茎段分化能力的影响 

注：愈伤组织诱导率( )=(诱导出愈伤组织的外植体数／接人外植体数)× 

lOO％；成芽率( )=(分化不定芽的外植体数／接人外植体数)×lOO 。 

2．3 丛生芽增殖培养基筛选 

表 4 不同激素组合和浓度对颠茄丛生芽繁殖的影响 

注：接种 20 d后统计结果 注 ：每块材料 1单芽或带有 1大于 2mm的小芽统计为 2．不足 2mm的芽点突 

2．2 不同激素浓度对外植体分化能力的影响 起不计。表 Ⅱ数据为100块材料的平均值；增殖率计算式为．继代后20 d平均芽数／ 

颠茄茎段接种在附加不同浓度 IBA和 6-BA的 MS 继代当天平均芽数。 

表5 不同激素组合和浓度对颠茄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在增殖培养试验中，设计了8种不同激素及生长素 

浓度配比的MS培养基，将无根苗转接到各培养基上，结 

果见表4。由表4可知，6-BA的浓度对丛生芽的数目有 

较大的影响，6-BA的浓度越高，产生的丛生芽越多，但浓 

度高，新生芽节间伸长，且形成玻璃化苗的可能性增大。 

单独使用 6一BA时，新生的叶片卷曲、增厚，有明显的愈 

伤化倾向，可见在高浓度(6一BA浓度高于 1．0 mg／L)或 

单独使用 6-BA时，对芽的生长都有不良影响。当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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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茴 香 嫩 茎 的 组 织 培 荠 

帕提曼·阿不都热合曼，秦 勇，玉苏甫 ·阿不力提甫 

(新疆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摘 要：以小茴香嫩茎为外植体，进行了组织培养研究。结果表明，适合诱导小茴香愈伤组 

织的最佳培养基为改良MS培养基+6一BA l_5 mg／I +NAA O。5 rng／L，诱导愈伤组织所需的时间 

最短 ，诱导率也高，形成的愈伤组织颜色浓绿，生长速度适中，质地致密；最佳生根培养基为改良 

MS培养基+6一BA 0．5 mg／I + AA l_0 mg／L，生根率高，生根数多，质量好。 

关键词：小茴香；愈伤组织诱导；生根培养；最佳培养基 

中图分类号：S 573 ．3：S 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09(2007)l2一Ol94一O2 

小茴香(Foeniculum vulgm Mil1．)，为伞形科 l a生 

草本植物，叶和种子均有特殊的香味，嫩叶作为蔬菜食 

用，种子可作药用、调味品和香料，是一种重要的多用途 

芳香植物。目前对于小茴香的研究多集中在精}llj成份 

及影响因子[1 方面，关于小茴香的组织培养未见报道。 

现通过小茴香嫩茎的组织培养，获得整齐一致的小苗， 

以期为小茴香的生理抗旱研究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l_1 材料及处理 

试验所用小茴香(Foeniculum vulg(2VU Mil1．)来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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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用浮选法选取饱满的小 

茴香种子，经自来水浸种 24 h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0。l 升汞浸泡 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接种 

在 1／2 Haoglans培养基上。小苗长至4～5 cm高时切取 

0。5～1 Cm嫩茎，接种在不同诱导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经15~25 d后，切取 1。5～2 cm的绿苗接种到生根培养 

基上，进行生根培养，25 d后观察生根效果。 

l_2 培养基的制备 

1．2。l 诱导培养基 以改良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 

同浓度配比的6-BA(6一苄基氨基嘌呤)、NAA(~一萘乙酸)， 

蔗糖 3 ，琼脂 0．8 ，培养基的 pH值调至 5。6～5．8。 

l。2。2 生根培养基 以改良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 

同浓度配比的6-BA(6一苄基氨基嘌呤)、NAA(~一萘乙酸)， 

蔗糖 3 ，琼脂 0．8 ，培养基的 pH值调至 5．6～5。8。 

和 IBA配合使用时具有较好的效果，其 中以添加 

1。0 mg／I 6_BA+O．1 rng／I IBA的培养基为较为理想的组 

合，植株无玻璃化现象，新生叶片舒展宽大，叶色鲜绿，苗 

高为4．O～5。5 CIII，可切成3～j段，客观上扩大繁殖系数。 

2。4 生根培养基筛选 

将带有 1节 2叶的健壮苗或切段接种于添加不同 

生长素组合的1／2 MS培养基上。3周后，试管苗的生根 

情况见表5。由表 5可看出，添加不同浓度的IBA、NAA 

和IAA均能改善生根情况。其中 0．2 rag／I IBA和 

0．1 mg／L NAA均 能 增 强 根 的 粗 壮 度，但 在 添 加 

0．1 mg／L NAA的培养基上试管苗生根率低，根数少，因 

此确定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I／2 MS+O．2 mg／I IBA。 

2．5 练苗与移栽 

9月底至 1O月中上旬将生根幼苗连瓶搬到培养室 

外，揭开瓶盖 ，并喷适量清水，让幼苗在常温下透气锻炼 

24 h。移时轻轻将幼苗取出，洗净附着在根上的培养基， 

栽于灭过菌的苗床或穴盘基质中，淋透水，放在小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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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温室内，温度保持在 24～28~C左右，相对湿度在 

9O o／／～95 。由于试管苗幼嫩，叶片角质层较薄，根系吸 

水力弱，应避免强光照射，因此必须架设荫棚，棚内透光 

度开始为3O ～4O 左右，逐步增至5O ～6O 。每天 

雾状喷水 1～2次，保持叶而湿润。每 lO～15 d用 5O 9／6 

多菌灵 1 000倍液或 5O 代森锰锌800倍液喷雾防治病 

害。幼苗长出一对或二对新叶时，可用 0．2 的尿素液 

装在喷雾器内．进行喷雾施肥，施肥后再用清水喷淋 1 

次，以免肥害，促进苗木生长。幼苗在苗床或穴盘中生 

长约1个月左右，生出新根抽出新叶时，即可单株移植 

到苗圃中。经此方法练苗后，最终成活率达95 以上。 

参考文献 

r1] 谭文澄，戴策刚．观赏植物组织培养技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 

社，1991． 

[2] 刘艳梅，张喜眷，障玲霞．Fl代杂种番茄的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J]． 

蔬菜 ，2005(5)：44—46． 

[3] l}}I雪艳，删庆 I：．樱桃番茄的组织培养与离体快繁技术研究口]．江西 

农、Ik大学学报，2006(6)：962—96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