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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石蒜的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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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黄花石蒜(Lycoris aurea Herb．)，又 

名忽 地 笑 。 

2材料类别 鳞茎 。 

3培养条件 (1)不定芽诱导培养基：MS+6一BA 10 

mg·L。(单位下同)+NAA 0．5；(2)不定芽增殖培养 

基：MS+6一BA 5+NAA 0．5；(3)生根培养基： 

MS+IBA 2。上述培养基均加入3％蔗糖和0．8％琼 

脂，培养基灭菌前pH 5．8。培养温度为 l9 l℃， 

光照时间为 12 h．d。。，光强为24 30~tmo1．m-2．s。。。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一 不定芽的诱导 将鳞茎用自来水洗净，剥去外 

层黑色鳞片，切去石蒜的根部和鳞茎的上半部 

分。将切留的鳞茎放进烧杯置于超净工作台中， 

先用70％酒精灭菌40～50 S，无菌水冲洗2遍， 

再用 0．15％升汞灭菌 12 min，无菌水清洗3̂4遍。 

用无菌纸吸干灭过菌鳞茎表面的水，之后再用解 

剖 将鳞茎切成带鳞茎盘的双鳞片，顺着极性方 

向接种于培养基(1)中。l0 d后，双鳞片张开的 

角度明显增大，且鳞片叶变肥增厚。20 d后，鳞 

片叶夹角处的基部隆起。1个月后，在两鳞片叶 

夹角处，或在鳞叶近基部的背面，有白色米粒状 

的不定芽长出，统计其诱导率为42．9％。 

4．2不定芽的增殖 将诱导出来的不定芽切离母体， 

转入培养基(2)中，培养 20 d后，不定芽体积增 

大明显，不定芽长成粗壮矮小的鳞茎。再将鳞茎 

纵切成二等分，接入培养基(2)中培养，1个月 

后，鳞茎增粗长壮。如此循环操作，以达到扩大 

繁殖的 目的。 

4．3生根培养 将增殖后的小鳞茎接入培养基(3)中 

诱导生根。培养 2周后，在小鳞茎的底部开始有 

黄色粗壮的根长出，生根率为100％。1个月后，根 

长至 5．0 cm左右。此时，鳞茎继续长大成球状。 

4．4移栽 将带鳞茎苗的培养瓶从培养箱中取出， 

置于室内散射光处。2 3 d后，揭开培养膜，使 

鳞茎暴露于空气中，对其进行炼苗。3—4 d后， 

用镊子轻轻地将鳞茎苗从培养瓶中取出，并用温 

水洗净苗根部残留的培养基，移栽入已浇透水的 

改良土(营养土 ：细沙=l：1)中，放置于阴凉处， 

每周浇 1次水。30 d后，其成活率达到 l 00％， 

并抽出绿色的叶子。 

5意义与进展 据 《本草纲目》等记载，石蒜具 

有解毒、祛痰、利尿、催吐等功效，主治痈疮 

恶核、咽喉肿痈 、水肿等。黄花石蒜系石蒜科 

石蒜属多年生球根类草本植物。其体内含有的生 

物碱加兰他敏量较高，达 2％，位居此属植物之 

首。加兰他敏是治疗重症肌无力、小儿麻痹症和 

老年痴呆症的特效药，是目前国际上紧缺药物之 
一

。 但黄花石蒜为自然分球繁殖植物，繁殖系数 

较低，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本文结果对黄花石蒜 

的规模化和商品化生产开发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目前，国内已有石蒜、长筒石蒜组培快繁 

的报道(董庆华和田惠桥 l995：王光萍等2005)， 

而黄花石蒜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则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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