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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姜组培快繁技术试验研究 

梁称福，易 诚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421005) 

摘 要：分别以黄姜茎段、叶片、块根为外植体，进行无菌系建立、芽分化、生根等试验，探讨黄姜组培快繁技 

术．结果表明：(1)茎段在①Ms+BA1．0 mg．L一1+NAA0．2 mg．L一1(单位下同)；③Ms+BA2．0+NAA0．2； 

⑤B5+BA1．0+NAAO．2；⑦B5+BA2．0+NAAO．2四个培养基上培养，均能诱导出愈伤组织，但尤以⑦号培 

养基长势最佳；而在这四个培养基上接种的叶片因为全被污染，无愈伤组织形成．(2)块根在②Ms+BA1．0+ 

NAA0．5；④Ms+BA2．0+NAA0．5；⑥B5+BA1．0+NAA0．5；⑧B5+BA2．0+NAA0．5四个培养基上均不能诱 

导成愈伤组织．(3)愈伤组织在① ～⑧号共八个培养基上均能分化出芽，但分化率不一，以③号最高(达 100 

％)，④号最低(25．0％)．(4)当丛生芽长至高约3～4 eln时，转接到以MS或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有不 

同浓度NAA和IBA的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生长素NAA与 IBA配合均能诱导生根，NAA的浓度增高对 

根的诱导有抑制作用，而且使苗的生长受阻，出现叶片卷曲现象，用 1／2MS与用 MS相比，用 1／2MS生根更粗 

壮．(5)将经过炼苗的生根试管苗移栽到混有河沙和砻糠灰(体积比为 1：2)的复合基质中，移栽后35 d成活 

率达到8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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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stem sections，tender leaves，roots of Dioscorea Zingi berensis C．H．Wright for 

explants respectively，experiments such as caius formation，buds differentiation，rooting were con- 

ducted．The results showed as~Uows：Th e first，stem sections were taken explants，callus could be 

produced in the following 4 mediums including①Ms+BA1．0 mg．L一1+NAA0．2 mg．L一1(the 

unit was the san'le below)，③MS+BA2．0+NAA0．2，⑤B5+BA1．0+NAA0．2，⑦B5+BA2．0+ 

NAA0．2 among which⑦B5+BA2．0+NAA0．2 was the best；The second，roots were taken ex‘ 

plants，callus couldn，t be produced in the following 4 mediums including②MS+BA1．0+NAA 

0．5；④Ms+BA2．0+NAA0．5；⑥B5+BA1．0+NAA0．5；⑧B5+BA2．0+NAA0．5．The third， 

sprouts c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callus in the mediums from No．① to No．⑧ among whic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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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 differentiation rate was the highest(100％)and No．④，S differentiation rate was the lowest 

(25．0％)．The forth，when sprouts length amounted to 3～4 cm，rooting was conducted in MS or 

1／2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NAA and IBA，NAA matching with IBA 

could induce roots production and high NAA concentration inhibited roots production；roots were 

more robust in 1／2MS as compared to in MS．The fifth，35 d after being transplanted，tube—seed- 

lings grew well and the transplantation living rate amounted to up to 87．0％ on the compound sub- 

strate composed of river sand and long kang ash(1：2 by volume)． 

Key words：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right；tissue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 

黄姜(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right)为 

薯蓣科薯蓣属的野生植物，是目前所发现的皂素含 

量最高的植物药源植物之一-1．2 J．现已开展大面积 

的人工栽培 J̈，黄姜传统的繁殖方法是利用块茎繁 

殖，但繁殖速度慢、种性容易退化、季节性强，近年 

来应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繁殖，成为研究的热点． 

本文以茎段、叶片、块根作为外植体，对黄姜组培育 

苗技术进行了试验研究，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采集与消毒 

从本院组培基地温室内盆栽黄姜植株上采集 

无病虫害的嫩茎段、嫩叶片、块根，用自来水冲洗 

1O～15 min后，置于超净工作台上，在7O％的酒 

精溶液中浸泡 3O～40 S，再用 0．1％HgCI2消毒 

10 min(消毒过程中须不停摇晃)，无菌水冲洗7 

次，无菌滤纸吸干水，待接种． 

1．2 培养基 

1．2．1 愈伤组织诱导与芽分化培养基 ①MS 

+BA1．0+NAA0．2；②Ms+BA1．0+NAA0．5；③ 

MS+BA2．0+NAA0．2；( )Ms+BA2．0+NAA0．5； 

⑤B5+BA1．0+NAA0．2；⑥B5+BA1．0+NAA0． 

5；⑦B5+BA2．0+NAA0．2；⑧B5+BA2．0+ 

NAA0．5．在 MS培养基中另加琼脂 6．0 g．L一1， 

蔗糖 30．0 g．L～．；在 B5培养基 中另加琼脂 

6．0 g．L～，蔗糖20．0 g．L～． 

1．2．2 生根培养基 (1)1／2MS+ NAA1．0； 

(2)1／2MS+NAA0．5；(3)1／2MS+NAA0．1； 

(4)1／2MS+NAA0．1+IBA1．0；(5)1／2MS+ 

NAA0．2+IBA1．0；(6)1／2MS+ NAA0．3+ 

IBA1．0；(7)MS+NAA0．1+IBA1．0；(8)MS+ 

NAA0．2+IBA1．0；(9)MS+NAA0．3+IBA1．0． 

在培 养 基 中 另 加 琼 脂 6．0 g．L～，蔗 糖 

20．0 g．L～． 

1．3 外植体、愈伤组织与芽接种 

每处理组合(外植体、培养基)接种5瓶，每 

瓶2个外植体；芽分化培养时，每处理4瓶，每瓶 

3块愈伤组织；生根培养时，每处理接种 5～6瓶， 

每瓶5株． 

1．4 培养条件 

温度25±3 cC，相对湿度6O～7O％，光照强 

度 1 500～2 000 lux，光照时间为1O～12 hr． 

1．5 调查统计 

外植体接种后 35 d，调查愈伤组织诱导情 

况；愈伤组织转接后 41 d，统计芽分化情况 ；生根 

培养后 30 d，调查统计生根情况 ；移栽后 35 d，调 

查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茎段在①③⑤⑦四个培养基上培养，均能诱导 

出愈伤组织，但尤以⑦号培养基长势最佳；组织呈 

黄白色；⑤号次之；①、③号再次，颜色呈白色．在这 

四个培养基上接种的叶片因为全被污染(可能消毒 

时间不够)，无愈伤组织形成．块根在②④⑥⑧四个 

培养基上均不能诱导成愈伤组织，故不能作为以块 

根为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2．2 不同培养基对芽分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愈伤组织在① ～⑧号培养 

基上均能分化出芽，但分化率不一，以③号最高 

(达100％)，④号最低(25．0％)．此外，愈伤组 

织在不同的培养条件下，分化芽的情况不一样，在 

普通培养室中的芽体分化率低于人工气候箱(温 

度25 cc，湿度7O％，光照4 450 lux，时间 1O hr； 

温度2O℃，湿度6o％，光照 0，光照时间 l4 hr) 

中的芽体分化率，且前者长势弱，后者长势旺盛 

(图 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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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表．确 濑组织生长量较少；‘‘++”表_ 绁 R生长量中等；‘‘+++”表 继 R生长量较多
．  

木‘‘+"indicates little callus
，
“++"indicates me~iuIn que ry callus

，
“+ ++’’indicates rI玳 h caUus

． 

表2 不同培养基对芽分化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s OI1 sprouts differentiation 

图 1 普通培养室(开灯)中芽分化 

Figure．1 Sprouts differentiation in commoa 

culture room(Turn on the light) 

2．3 不同培养基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图2 人工气候箱(开灯)中芽分化 

Figure．2 Sprouts differentiation in artificial 

climate room(Turn OI1 the light) 

当丛生芽长至高约 3～4 cm时，在超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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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将每个芽切割成单株的无根苗 ，转接到以 MS 

或 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有不同浓度的 NAA 

和IBA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30 d后观察植 

株生根与生长状况 ，结果见表 3．从中可以看出， 

生长素 NAA与 IBA配合均能诱导生根，NAA的 

浓度增高对根的诱导有抑制作用，高浓度的NAA 

会使苗的生长受阻，出现叶片卷曲现象，用 1／2MS 

与用 MS相比，用 1／2MS生根更粗壮．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s ofdifferent medinm~oil rooting oftube—seedlings 

2．4 试管苗的移栽 

把已生根的达到标准的试管苗连瓶一起搬人 

温室进行炼苗，期间注意不宜用直射光照射，15～ 

20 d后将试管苗移栽到 昆有河沙和砻糠灰(体积 

比为l：2)的复合基质(事先用 25％多菌灵 l 000 

倍液消毒)中．移栽后浇足底水，并用塑料薄膜覆 

盖以保温保湿，约 15 d后待新叶长出时，可以逐 

渐揭开塑料薄膜 ，并每隔3～5 d叶面喷洒 1次0． 

2～0．3％的 KH2PO4溶液，每隔7～10 d浇灌 1 

次 1／4MS无机盐营养液．移栽 35 d后调查成活率 

达到 87％以上． 

3 讨论与结语 

目前，我国黄姜的种植种源材料主要是从野 

生群体中采集的未经选育的种薯或种子，品种混 

乱、产量不稳定以及根状茎的皂甙元含量差异较 

大．其中种子繁殖在通过有性杂交后 ，难以保持母 

本的优良性状，在生产上应用很少；采用根状茎分 

离的方法进行繁殖，种薯用量大，繁殖速度慢，且 

易传播病虫害，也不宜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利用 

组培技术繁育黄姜种苗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矛 

盾与问题． 

(1)本试验分别以黄姜茎段、叶片、块根为外 

植体，通过愈伤组织再生途径，探讨了黄姜组培快 

繁技术．可为从事黄姜组培育苗的同行提供借鉴． 

(2)从茎段、叶片、块根三种外植体接种后污 

染情况来看，以块根最轻(无污染)、茎段次之、叶 

片最为严重(100％污染)，说明试验所使用的消 

毒剂种类、浓度与消毒时间需要进行调整，以最大 

限度降低污染． 

(3)块根在②④⑥⑧四个培养基上均无任何 

反应，故不能作为诱导培养基，需要继续加以设置 

与筛选，可考虑以White作为基本培养基． 

(4)今后应把研究重点放在探索寻找出能够 
一 次成苗的最佳培养基与培养条件，以缩短生产 

周期并降低生产成本，加速黄姜组培育苗技术的 

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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