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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石蒜的组织培养研究 
肖 艳，彭 菲，王 清，刘 军 

(湖南中医学院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萎】目的 探讨黄花石蒜的最佳组织培养条件。方法 以黄花石蒜的鳞茎为外植体，接种于不同激 

素组合的培养基上，开展组织培养研究。结果 (1)MS+BA10 Ing· +N从 O．5 mg-L『 培养基对小鳞茎的 

谤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诱导率为68．7％；(2)MS+IBA 2 mg·L- 为诱导小鳞茎生根的最佳培养基；(3)暗 

培养效果整体优于光培养。结论 通过组织培养方法快速繁殖黄花石蒜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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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L3 " A1 HerbLycoris Aurea 

XIAO Yan，PENG Fei，WANG Qing，LIU Jun 

(Faculty of Pharmacetics，TCM Univ．of Hunan，Changsha，41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earch for the optimal tissue culture condition of Lycoris 

aure(t Herb．Method The explant of the bulb was inoculated on culture medium includ— 

ing different hormones，and its growth instance was observed．Result (1)The medium of 

MS+BAIO mg-L一+NAA0．5 mg·L had an obvious promotive effect to the induction of 

the little bulb，and the inductive frequency was 68．7％；(2)MS+IBA2 mg·L～was opti· 

real to the inductive little bulb root； (3) The effect of culture in the dark was whol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light． Conclusion It is practicable to rapid propogate the Lycoris 

011~rt36t Herb by the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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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石蒜( 口廊 GI．zrea Herb)，又称忽地笑，系石蒜科 

石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鳞茎内含有石蒜碱、伪石蒜碱、加 

兰他敏等多种生物碱成分。加兰他敏(Galanthamine)是治疗 

重症肌无力、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老年性痴呆症的特效药【l1。是 

目前国际上紧俏药物之一。它的植物来源主要是石蒜类植 

物。然而石蒜类植物为自然分球繁殖植物，繁殖系数低，无法 

满足市场需要。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对石蒜类植物进行 

离体快速繁殖，可以有效地提高其繁殖系数。目前国内对石 

蒜(L．radiata)的组织培养进行了一些研究I2—1，但关于黄花石 

蒜的组织培养还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采自湖南衡山，经彭菲教授鉴定为黄花石蒜 

(三 al,tr~a Herb)。将其置于4℃的生化培养箱中保存。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获取 将黄花石蒜的鳞茎洗净，剥去外层鳞 

片，切除根部，切去鳞茎上半部分约 1／2—2／3。将剩余的带鳞 

茎盘的鳞茎置于 70％酒精中浸泡 4o-50 s，无菌水洗净，再用 

0．15％的升汞灭菌 12 rain。无菌水清洗 3 遍，将小鳞茎切留 

距鳞茎底部 1．0～1．5 em的高度 。之后将鳞茎切成带有鳞茎盘 

的双鳞片，竖插接种于培养基中。 

1．2．2 培养条件 分暗培养和光照培养两组。培养温度均为 

(20+1)℃，光培养的光照强度为 1 20o一1 500 Ix，光照时间 

为 12 h-d一。 

1．2．3 培养基 小鳞茎诱导培养基：①号培养基为MS+BA 4 

mg-L-‘；②号培养基为MS+BA 6 mg·L～+NAA 0．5 mg·L-‘；⑧ 

号培养基为 MS+BA 10 mg·L～+NAA 0．5 mg·L～。增殖培养 

基：MS+BA 5 nag- +NAA 0．5 mg·L『‘。生根培养基：④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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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为MS+IBA 0．5 mg-L一 ；⑤号培养基为MS+IBA 1 mg-L一 

⑥号培养基为MS+IBA 2 mg·L『 。 

2 结果 

2．1 小鳞茎的诱导 

将带有鳞茎盘的双鳞片接种于① 、② 、⑧号培养基中。l 

周后，双鳞片开始张开。20 d后，鳞片叶变得肥厚 ，鳞片叶夹 

角处基部凸起膨大。30枷 d后，在两鳞叶夹角处，或在鳞叶近 

基部的背面陆续有米粒般大小的白色小鳞茎长出来，观察统 

计小鳞茎的诱导情况见表 1。③号培养基的诱导率为68．7％， 

明显高于①、②号培养基，且⑧号培养基诱导出来的小鳞茎长 

势较好，直径可达 0．5 cm，高 l cm，呈圆筒状(见网 1)。 

表 1不同培养基配方对小鳞茎的影响 

2．2 小鳞茎的增殖培养 

将诱导出来的小鳞茎 自上向下纵切成 2等份 ，转入 MS+ 

BA 5 mg-L- +NAA 0．5 mg-L 的增殖培养基中。培养 20 d 

后，体积明显增大(见图 2)。再将增殖了的鳞茎切成 2等份 ， 

接人新的增殖培养基中增殖，如此循环操作达到增殖的目的。 

在光培养条件下，培养 30 d后，鳞孳由原本的白色转为 

绿色，抽叶现象严重，鳞茎细长高瘦，而在暗培养条件下，鳞 

茎一直保持原来的白色，肥胖矮小 ，不抽叶，便于作种苗或快 

繁材料。 

2．3 生根培养 

将鳞茎从基部切下，插入生根培养基 中，在暗培养的条 

件下，培养2周后，均能长出根来。⑧号培养基上所生的根粗 

细不均，根的向地性差；⑤号培养基上根长得肉质粗大，向地 

性较好；⑥号培养基上根长得较强壮，质地较好。且根的向地 

性好(见图 3)。 

在光照培养的条件下，3组培养基上的鳞茎一直未见生 

根现象。可见鳞茎的生根需暗培养。 

图 1小鳞茎的诱导 

3 讨论 

图 2 鳞茎的繁殖 

图 3 鳞茎的生根培养 

外植体的取材部位直接影响小鳞茎的诱导。材料按如前 

所述的方法灭菌和培养 ，结果靠近中心的鳞叶小鳞茎诱导率 

较外层鳞叶要高，但正中心的鳞叶小鳞茎诱导率较低。其原 

因可能是：靠近中心的鳞叶比外层鳞叶幼嫩，分生能力较强 ， 

而正中心的鳞叶因为太幼嫩，耐受灭菌能力相对较差。 

黄花石蒜在4 条件下贮放的时间越长，切割鳞茎时流 

出来的黏液就越少，材料培养时，褐化程度有所减轻 ，这跟何 

树兰 等所报道的现象相同。 

我们曾在培养基中加入 0．2％ pvp(聚乙烯吡咯烷酮 k一 

30)，褐化现象与对照没有明显的差别。在今后的实验中，可 

考虑增加 pvp的用量，或在培养基中加入活性炭等物质，来 

缓解石蒜的褐化现象。 

黄花石蒜的染菌现象也较严重 ，经观察分析 ，该菌可能 

为内生菌。在今后的实验中，可考虑将该菌分离出来，探讨其 

产生加兰他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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