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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瓦韦的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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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黄瓦韦(Lepisorus macrosphaerus var． 

asterolepis)，也称大瓦韦。 

2材料类别 带孢子的叶片。 

3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1)孢子萌发培 

养基：1／2MS+3 g．L 活性炭；(2)诱导绿色小球培 

养基：MS+6一BA 0．1—1．0 mg．L。(单位下同)+NAA 

0．05 0．5；(3)芽诱导和增殖培养基：MS+6一BA 

0．1 1．0+NAA 0．05—0．5；(41生根培养基：112 

MS+NAA 0 1．0。培养基(2)、(3)加30 g．L。蔗糖和 7 

g·L。琼脂；(1)、(4)加 20 g-L。蔗糖和7 g·L。琼脂。 

上述培养基pH均为 6．0，培养温度为(25~2)℃， 

光照12 h．d～，光照度为24—30 [1o1．m-2．S～。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黄瓦韦带成熟孢子的叶片， 

先用洗洁精泡洗，再用 自来水冲洗20 min，放在 

超净工作台上用75％的酒精浸泡30 S，无菌水冲 

洗 1次，再用0．1％的升汞浸泡 8 min，无菌水冲 

洗 5~6次，用无菌吸水纸吸去表面的水分，切成 

0．5 cmxO．5 cm的小块备用。 

4．2孢子萌发 把切成小块的带孢子的叶片接种在 

培养基(1)上，60 d后孢子陆续萌发，孢子萌发后 

形成原叶体。 

4．3诱导绿色小球 把绿色原叶体切小，转接到培 

养基(2)上，培养 20 d后长出绿色小球。 

4．4芽的诱导和增殖 将绿色小球转接到芽诱导培 

养基(3)上，小球体逐渐长大，并形成芽，然后 

长出小叶片(及华和赵玉芬2001)，培养3O一40 d 

后，丛生苗长满培养基表面。1 cm 以下的丛生 

苗可作继代培养，1 cm 以上的丛生苗则转到生根 

培养基中培养。 

4．5 根的诱导 丛生苗长到高 1 cm左右时，分成 

小丛接种于生根培养基(5)上，培养3O一35 d长出 

3 5条棕色的根，根长 1 2 cm，生根率在 90％ 

以 上 。 

4．6 瓶苗移栽 当生根瓶苗高2 cm，长出4条 

左右根时，把瓶盖打开，静置室内通风处炼苗 

2 3 d。移栽前基质(腐质土和素沙 =1：1)严格消 

毒 ，将苗的琼脂洗净后 ，栽于基质中。保持透 

光率低于 50％，湿度80％左右，温度控制在2O一 

25℃，每周喷杀菌剂和 1／4MS营养液各 1次，随 

后逐渐增强光照，降低湿度，成活率90％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黄(大)瓦韦为水龙骨科瓦韦属植 

物，分布于我国西南、陕西、湖北 、湖南、安 

徽、浙江、江西。小型石生蕨，高 10—25 cm。 

黄瓦韦革质条形叶对不 良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 

孢子囊群大而醒 目，有较好的观赏性，适于点缀 

假山和山石盆景，或作小型盆栽，或与其他植物 

混栽，作室内观叶植物。黄瓦韦还有药用价值， 

全草入药，清热解毒，利尿通淋。黄瓦韦多生 

于山坡林下，或林缘石上。由于生态环境的破 

坏，黄瓦韦数量 日益减少。黄瓦韦的组培快繁成 

功对其种质资源保护和工厂化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 

绿色小球途径繁殖还具有效率高的特点(刘瑞林等 

2003)。黄瓦韦的组织培养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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