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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藤以芽繁芽组培快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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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萌蘖芽为外植体对黄藤进行组培快繁试验，结果表明，高浓度的6BA及多激素组合有利于丛芽诱导，但 

在继代增殖过程中需要适当降低 6BA的浓度及除去 2,4．D以利于芽伸长壮苗；0．25～0．50MS诱导根效果好；培养 

基中加入0．1 g／L活性炭显著提高生根率；NAA诱导的根过粗，不利于幼苗生长和移植成活；而IBA诱导的根细 

长，形态上接近自然根，幼苗易长高，移栽易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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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藤 (Daemonorops margaritae)原产华南，为我国特有藤种，是热带及南亚热带地区森林的主要伴生藤本 

植物【l】。藤茎具良好的工艺特性，是藤编家具及工艺品的优良材料；藤嫩梢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成分，可作 

蔬菜食用f2 ；果实可萃取 “麒麟血褐”药品。因此，黄藤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多用途珍贵森林植 

， 也是华南地区广泛人工栽培的主要商品藤种之一。由于棕榈藤的种子成熟期长、保存期短、发芽慢、时 

间长等因素造成苗木发芽率低，制约了苗木的生产和供应，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开展了黄藤的组培快繁 

研究【4】，但所用外植体都是种胚。由于黄藤雌雄异株，是高度异花传粉的植物，利用种胚培养出来的植株并不 

能完全代表母株的遗传特性，故以种胚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显然还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良种繁育。本研究 

首次突破了以种胚为外植体的局限性，以黄藤的营养器官——萌蘖芽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现报导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黄藤萌蘖芽采自广东省肇庆市金鸡坑林场。 

1．2 外植体采集 

用锯将萌蘖芽从母株上锯下来。 

1．3 外植体消毒方法 

用洗衣粉液将萌蘖芽外植体清洗干净，剥去 1—2层叶鞘，75％酒精消毒 15—20 S，0．1％升汞消毒8—10 min， 

无菌水漂洗 1次 5 min，剥去多余叶鞘并修剪至适合于培养的大小 (约 3—4 cm)，0．1％升汞消毒 1—2 min，无 

菌水漂洗 3次，分别为 5、5、10min。 

1．4 不定芽的诱导 

芽诱导培养基为：①改良MS+6-BA 4．00 mg／L+IBA 0．25 mg／L+2,4．D 0．75 mg／L；②改良MS+6-BA 4．00 

mg／L+IBA 0．25 mg／L+2,4．D 0．75 mg／L+抗坏血酸 10．00 mg／L+半光氨酸 2．00 mg／L；③改良MS+6-BA 4．00 

mg／L+IBA0．25mg／L+2,4一D 0．75mg／L+聚乙烯吡咯烷酮 1．0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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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继代与增殖培养 

继代培养以改良MS为基本培养基，加入不同浓度的 6-BA、IBA和 2，4．D，采用单因素实验方法，配制了 

14种培养基，每个处理组合接8瓶，每瓶接 3丛芽。所有培养基 pH值均为5．8，卡拉胶 9．00 g／L，培养温度 24 

±2~C
， 光照强度 1 500～2 000 lx，每天光照 12 h。 

1．6 根诱导及移植 

根诱导采用单因素实验方法，以大量元素、活性炭、NAA、IBA为参试因子，每个处理组合接 1O瓶，每瓶 

接 4棵苗。苗生根后移至黄心土与珍珠岩按 3：1混合的基质中，覆盖薄膜以保持湿度大于 80％，在移植后 1～7 

d遮阳90％，8～30 d遮阳70％，以后按遮阳30％进行管理。移植后，每周喷施 1／1 000复合肥一次并交替喷施 

1／800的百菌清和 1／800的多菌灵进行杀菌、消毒。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消毒 

黄藤以芽繁芽的难点之一就是外植体的消毒，如果采用以往藤类种胚的消毒方法 】，消毒的成功率只有 5％ 

左右，而采用现有改进的专门针对黄藤萌蘖芽的消毒方法，在接种一周后消毒的成功率可达到 65％，但在接种 

两周左右时会有芽陆续出现自芽内向外渗出的细菌性污染，导致消毒的成功率下降到 50％左右，以后则基本稳 

定。这可能是由萌蘖芽的内生污染引起的。 

2．2 不定芽的诱导 

诱导黄藤萌蘖芽产生不定芽的关键之一就是必须控制萌蘖芽的褐变，如果萌蘖芽持续严重褐变不止将导致 

芽的死亡。在芽诱导培养基中分别加入抗褐变剂抗坏血酸 +半光氨酸、聚乙烯吡咯烷酮，结果表明能显著控制 

萌蘖芽的褐变 (表 1)，其中联 

合加入抗坏血酸和半光氨酸的效 

果要好于聚乙烯吡咯烷酮。在芽 

不褐变情况下，培养4～5个月 

表 1 不同处理对黄藤萌蘖芽褐变的影响 

后，约有 3％的外植体开始产生丛芽进入增殖状态。 

2．3 继代与增殖培养 

丛芽诱导后，最初的 1～4代继代增殖培养，增殖倍数较低 

仅 1—2倍，随后增殖逐渐加速，至 8～10代时，增殖倍数可达 

到 6倍，但增殖苗普遍矮小细密，不易伸长壮苗、生根。对增 

殖培养基进行优化选择，共设置 14种培养基组合 (表 2)。实 

验结果表明，随着 6BA含量的上升，苗的高度下降，但苗玻璃 

化的比率也在下降。IBA浓度的提高能促进苗的长高，但当IBA 

增加到 0．75 mg／L时，苗的高度又开始下降。IBA的加入有促 

使苗出现玻璃化的倾向。2，4一D的加入显著降低苗的高度，并导 

致苗出现严重玻璃化。 

2．4 根诱导及移植 1．00 0．25 0．500 0．38 66．7 

将高度为2～3 cm的单芽苗接种到大量元素为 1／2MS，微 J)0．00 J)0．25 ．

Do75 ： 
量元素和有机质为MS，活性炭为 O．1 g／L，NAA或IBA分别为 1．0、2．0、3．0 mg／L的生根培养基上，结果表明， 

NAA浓度为 1．0 mg／L时，生根率最高，随着NAA浓度的提高，生根率反而下降；IBA的作用则相反，随着IBA 

浓度的提高，生根率也升高。比较而言，NAA对黄藤根的诱导效率要高于 IBA，但用NAA诱导出来的根者 艮 

粗，且根系的生长量过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苗的生长，导致生根苗长高速度慢，延长了苗在瓶中的培养时间， 

增加了生产成本。在后期移植中，过粗的根也容易腐烂而导致成活率下降。而IBA诱导的根则较细，形态上接 

一 一 剐 郴 一一～～一 ㈣ ㈣ ㈣ 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㈣ ㈣ 一浓一J∞∞∞∞∞∞∞∞∞∞∞ 砾 一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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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自然根，根系生长量适中，有利于生根苗在组 

培瓶中长高和移植成活，但当IBA的浓度增加到 

3．0mg／L时，根也开始增粗，因此，黄藤的生根 

诱导宜用 IBA，且浓度控制在 1．0—2．0 mg／L。 

在微量元素和有机质为 MS，活性炭为 0．1 

g／L，NAA为1．0 mg／L，大量元素从0．25—2．00MS 

表 3 大量元素、活性炭、NAA、IBA对黄藤生根诱导率的影响 

大量元素 率 警 率 NAA 生根率 IBA 生根率 ／mg·L一 ，％ ／mg·L一 ，％ 
O．25MS 71．2 

O．5OMS 72．9 

1．ooMS 59．9 

1．5OMS 61．3 

2．ooMS 45．1 

O．O 5O．O 1．O 76．O 1．0 37．5 

O．1 72．9 2．0 60．3 2．0 56．3 

O．2 63．3 3．O 63．3 3．O 65．6 

O．3 62．5 

0．4 58．9 

变动的培养基上进行生根诱导，实验表明，大量元素为 O．25MS或O．50 MS都有利于黄藤生根，当大量元素提高 

到 1．00MS，生根率明显下降。活性炭对黄藤生根有明显作用，当NA．微量活性炭时 (O．1g／L)，生根率显著提 

高，随着活性炭含量的提高，生根率开始下降，但也仍然比不加活性炭高。 

分别将苗高>4 cm和苗高<4 cm的生根苗移植到基质中，其中苗高>4 cm的生根苗成活率可达到 80％， 

而苗高<4 cm的生根苗则在移植 1 O一1 5 d后逐渐枯黄而死。所以试管生根苗必须达到4 cm时才能考虑移植。 

3 讨论 

消毒与褐变是以黄藤萌蘖芽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必须首要突破的难关，由于黄藤萌蘖芽被层层叶鞘包裹， 

且深植于土壤中，内生污染不可避免，而雨水会加剧这种污染。所以萌蘖芽的采集应在少雨的秋季并连续放晴 

数周后进行。由于萌蘖芽比种胚的分化程度高，而且在接种过程中又必须要经过切割、修剪，所以褐变极其严 

重，如果在培养基中不加任何防褐变物质，在接种 2 d后，几乎整个培养基都变成黑色，数天后外植体也开始 

枯焦变黑。通常认为在培养基中加入抗氧化剂如抗坏血酸、半光氨酸、聚乙烯吡咯烷酮能防止外植体褐变 】， 

本研究证明在培养基中联合加入抗坏血酸和半光氨酸对防止黄藤萌蘖芽外植体褐变是很有效的。但即使在培养 

基中加入了防褐变物质，也必须在接种后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连续转接两次，才能最终控制住褐变。转接时，要 

将原来已褐变的培养基清除干净，但已褐变的组织不能切除，否则会进一步加剧褐变。 

高浓度的 6BA及多激素组合有利于诱导黄藤萌蘖芽产生丛芽，但是在连续继代 6代左右后，就应该适当降 

低6BA的浓度，否则芽过细小，不易伸长壮苗，但 6BA的浓度不能降得太低，当6BA浓度降为0时，部分增 

殖苗开始死亡。从实验结果来看，当培养基中有多种激素时，在单独降低6BA浓度白勺J隋况下，黄藤组培苗的玻 

璃化倾向反而增加，这与多数前人的研究结果不同 _9】，与丁小维等的研究结果类似[】们，这说明 6BA不是导致 

黄藤组培苗出现玻璃化的原因。而在 6BA浓度一定的情况下，单独降低IBA或2，4．D的浓度，都会减轻苗的玻 

璃化，可见 IBA和 2，4．D才是影响黄藤组培苗玻璃化的主要因素。2，4．D对黄藤苗玻璃化作用尤其严重，同时 

2，4一D也是导致增殖苗矮小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继代增殖培养基中应考虑去除 2，4．D。IBA虽然也有促使增殖 

苗玻璃化的作用，但影响的力度远低于 2，4．D，而且低浓度的 IBA对苗的长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在继代增殖 

培养中可以采用较低浓度的6BA(1．0—2．0 mg／L)+低浓度的IBA(O．25一O．50 mg／L)。尽管黄藤萌蘖芽诱导 

产生丛芽的再生能力比较差，效率也不高，但是一旦形成丛芽后，再经过 3—4代的继代增殖培养，增殖能力会 

大大加强，丝毫不逊色于以种胚为外植体诱导产生的丛芽，而以萌蘖芽繁芽产生的组培苗能完全继承母本的遗 

传特性，才能进行优良无性系的生产和推广，这是以种胚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无法做到的。因此，黄藤以芽 

繁芽组培快繁技术的建立将对黄藤优良藤种的开发利用和人工栽培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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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Vitro Propagation of Daemonorops margaritae by S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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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eriment on vitro propagation of Daemonorops margaritae by sucker as explant showed that high 

concentration of 6BA and multiple hormones combination could promote cluster induction．But lowering concentration 

of 6BA and removing 2,4．D was necessary for shoot elongation of subculture proliferation．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0．25MS～0．5MS had the best effect of root induction．Rooting rate could alSO be improved effectively with treatment of 

0．1 g／L activated carbon．Root induced by NAA was too thick and had low survival rate of tran splanting．But that 

induced by IBA were thin and natural and had higher survival rate． 

Key words：Daemonorops margaritae；sucker；explan t；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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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econdary Metabolic Content in 

Leaves of Cyclocarya paliurus 

ⅡN Ze—xin。LI Jun—min，DING Jun—min 

(Taizhou College Institute ofEcology,Linhai 317000,China) 

Abstract：Determination and analysis on 7 secondary metabolites such as tannin，alkaloid，total flavonoids，free anth。 

ra—quinone，chlorogenic acid，saponin and total phenol in leaves of Cyclocarya paliurus from 5 sample plots resulted 

that there was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plots，that from Huading Mountain，Tiantai，Zhejiang province were the 

highest．The order was that from Huading Mountain>Qianjiangyuan>Siming Mountain>Lushan Mountain>Dapan 

Mountain．The SalTle secondary metabolite content from different plots has also difference．Tannin content from Lushan 

Mountain was the highest．That of alkaloid，total flavonoids，free anthraquinone and saponin was the highest，that of 

chlorogenic acid and total phenol from Huading Mountain was the highest．Secondary metabolites content had no close 

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plots．Systematic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that 5 plo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Key words：Cyclocarya paliurus； nutrient organ；secondary metabolites；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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