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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草乌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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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对黄草乌的诱导材料和培养配方进行筛选。结果表明：茎段为最适宜的 

诱导材料 ；以M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6-BA 2．0mg／L，NAA 1．0mg／L适宜茎段诱导培养；附加 6-BA 

2．0mg／L，NAA 0．2mg／L适宜芽的增殖培养；附加NAA 0．5-1．5mg／L适合根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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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creen out the induction materials and the cuhure medium combination by tissue cuhure．The 

resuhs indicated that stem segment was optimum explanted．MS medium with 6一BA 2．0mg。L +NAA 1．0mg。 

L～was suitable for the induction of buds．MS medium with 6一BA 2．0mg·L一 +NAA 0．2mg·L～was best eomb i— 

n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inductive buds．and MS medium with NAA 0．5-1．5mg。L was suitable for the 

induetion of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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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草乌为毛茛科植物黄草乌Aconitum vilmorimi— 

aFtum Kom．的块根。主要含有滇乌碱(yunaconitine)等生 

物碱成分【J~3】，药理学研究表明，滇乌碱的毒性极高，具 

有较强的镇痛、抗炎和解热作用[41。其味辛、苦，性热， 

有大毒。归心、肝、。肾、脾经。主治风寒湿痹，关节疼痛， 

心腹冷痛，头痛头晕，跌打损伤瘀痛，半身不遂等 (《云 

南中草药》和 《贵州草药》)。是云南著名的百宝丹、虎力 

散、三乌胶等 多种中成药 的主要原料[5J。集中分布于云 

南中部、西部和贵州西部及四川 (会理)等海拔 

2100～3000m的山地灌丛中[63。云南大部分地区都有煮 

食鲜黄草乌的习俗，用来增强机体免疫调节功能，抵抗 

病毒侵害。 

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人们开始对黄草乌进行人 

工驯化栽培【7I8】，许多学者还对黄草乌的质量标准及影 

响因素等进行了研究 1，但对黄草乌的离体快繁技术 

研究却未见报道。 

目前黄草乌主要靠子根繁殖，耗种量大，且由于病 

毒感染等原因，导致种性退化，产量和品质降低，不能 

适应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需要。笔者通过组织培养 

技术获得无病毒植株，再配合科学的栽培管理手段，旨 

在对退化品种进行复壮，为黄草乌的规范化标准化生 

产提供优质种源。 

1 材 料 和方 法 

1．1试验 时间、地点 

试验于 2006年6月在云南白药集团中药材优质 

种源繁育有限责任公司开始进行。(注：该公司为云南 

白药集团下属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 

1．2试验材料 

以云南白药集团中药材优质种源繁育有限责任公 

司种植的黄草乌块根、茎尖、茎段及嫩叶为外植体进行 

基金项目：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2006YX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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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 

1．3 中间繁殖体的诱导和继代 

将诱导外植体用洗洁精清洗干净，沥T水分，在 

无菌条件下用 75％酒精消毒 30s，无菌水冲洗 4次， 

块根用 0．2％HgCI 消毒 10min，其余材料用 0．1％Hg— 

C1 消毒 5min，无菌水冲洗数次，无菌滤纸吸干水分， 

备用。将消毒好的块根、茎尖和茎段切成 1．5cm长的 

小段，嫩叶切成 0．5cm 左右的小块，接种在诱导培养 

基上。待诱导出的幼苗长至 2-4cm时，转接到增殖培 

养基上继代培养。 

1．4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不同诱导培养基中 

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见表 1(其中 1～4号为诱导培 

养基，5～8号为继代培养基)。所有培养基中的蔗糖浓 

度为30g／L，琼脂含量为7g／L，pH5．8。培养温度25℃， 

光照2500～30001x，光照时问 12h／d。 

表 l 不 同诱导培养基中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 

培养基编号 AC／(g／L) 

1．5 生根培 养 

选择长 3cm以上的小苗，转移至含不同生长素、 

蔗糖浓度为 25g／L的 1／2MS培养基上培养，30d后记 

录生根情况。 

1．6炼苗移栽 

待苗长出根后 ，揭开封 口膜在室内驯化培养 

2-4d，转移至含蛭石、腐殖质、菜园土的花盆中，放置在 

温室内培养，30d后统计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外植体对芽诱导的影响 

为了确定黄草乌的最佳诱导部位，分别将块根、 

茎尖、茎段和嫩叶接种于 2号培养基上，30d后统计 

诱导结果(表 2)。试验发现，黄草乌离体诱导褐化严 

重，在这 4种外植体中，茎尖诱导芽启动较快，诱导率 

最高为 67．50％，但长势较弱。茎段的诱导启动时间比 

茎尖稍慢，诱导率为 51．25％，生长旺盛。以块茎和嫩 

表 2 不同外植体对黄草乌芽诱导的影响 

叶为外植体，则不能诱导愈伤组织及芽的产生，块根 

接种后，褐化严重，没有诱导反应，嫩叶接种 10d后， 

边缘卷曲干枯。 

2．2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对黄草乌芽的诱导和生 

长的影响 

主要考察了 6-BA和 NAA对黄草乌芽的诱导和 

幼苗生长的影响(表 3)。取茎段和茎尖接种在 1～4号 

培养基上，20d后统计芽及幼苗的生长情况。从表 3可 

以看出，芽的诱导率与 6-BAJNAA成正比关系，在 

6-BA不变的情况下，芽的诱导率随 NAA浓度的升高 

而降低。NAA浓度低至 0．2mg／L时，虽然诱导率比较 

高，为 65％，但诱导出的芽生长状态差，商品价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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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浓度升至 1．5mg门L时，诱导率降低为 45％，几乎 

没有增殖率，芽的生长旺盛，叶色淡绿，其商品价值也 

不高。当NAA浓度为 1．0mg门L时，虽然诱导率不是最 

高，为 50％，但能诱导丛生芽，芽生长旺盛，其综合指 

标最高，故为黄草乌芽诱导的最适培养基配方。 

2．3不 同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对黄草乌幼苗继代 增殖 

的影响 

生长素 NAA浓度 0．2mgfL不变，主要考察细胞分 

裂素 6-BA浓度对继代增殖的影响(表 4)。随着 6-BA 

浓度的增加，幼苗增殖倍数相应增加。当细胞分裂素浓 

度达到 2．5mg门L时，增殖倍数最高，为 3．5，但幼苗瘦 

弱，成苗率低。在这 4个浓度梯度中，以 6-BA浓度为 

2．0mgfL时，其综合指标最好。lg／L的AC能有效解决 

褐化问题，但随培养时间的延长，幼苗逐渐弱化，降低 

成苗率。试验发现，培养基轻微褐化，并不影响幼苗的 

生长以及成苗。 

2．4 不同植物生长调 节剂浓度对分化 小苗生根 的影响 

将丛生苗转接到生根壮苗培养基上，20d后就能 

观察到有根长出。试验表明(表 5)，黄草乌小苗在没有 

激素的 l／2Ms培养基上能很好的生根，生根率达 

90％，其平均根数、平均根长和植物长势都较好。添加 

低浓度的NAA有利于提高黄草乌的生根率及根的长 

势。高浓度的 NAA则抑制生根，当浓度达到 2．0mgfL 

时，生根率低于对照。 

表 4 6一BA浓度对幼 苗增 殖的影响 

2．5 炼苗 移栽 

将具有完整根系的苗移栽到装有灭菌的蛭石、腐 

殖质和菜园土的花盆中，维持较高的湿度和较弱的光 

照，培养 30d，试管苗可达到 80％～95％的成活率。 

3 结论 

黄草乌茎尖和茎段都能诱导芽的产生，茎尖诱导 

产生的芽生长纤细，茎段诱导产生的芽生长旺盛，符合 

商品化生产的要求。 

黄草乌的适宜培养基为：诱导培养基是 MS+ 

6-BA 2．0mg~+NAA 1．0mg~。增殖培养基是 MS+ 

6-BA 2．0mgfL+NAA 0．2mg门L。生根培养基是 MS+ 

NAA 0．5N1．5m 。 

笔者初步筛选出了较适合的培养条件，建立了黄 

草乌的快繁体系，能为黄草乌的植物再生及种质资源 

的改善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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