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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胡椒的组织培养

兰芹英, 何惠英, 殷寿华, 程必强, 许勇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 云南 勐腊 666303)

摘要: 树胡椒种子作为外殖体进行微繁殖, 不同培养阶段适宜的培养基分别为: ( 1) 愈伤组织诱导:

MS + BA 1mg / L + NAA 0 . 1 mg / L + 活性碳0 . 0 3% ; ( 2) 分化和继代 : B5+ KT 0. 5 mg / L + IAA

0. 05 mg / L 和 B5+ KT 2 mg / L+ IAA 1 mg/ L ; ( 3) 生根: B5+ IAA 0. 5～2 m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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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the Piper hispidinervium

LAN Qin ying , HE Hui y ing , YIN Shou hua, CHEN BI qiang, XU Yong

( Xishungbanna Tr opical Botanical Gar d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 ongla 666303, China)

Abstract : T he seeds of P . hisp idinervium as the explant w as studied for m icropropagat ion .

The resul ts of the exper iments show ed that the apropriate media for dif ferent culture stag es

w er e : ( 1 ) fo r callus inducing : MS + BA 1mg / L + NAA 0 . 1mg / L + act ive car bon 0 . 0 3% ; ( 2) for

dif ferent iat ion and subcul ture : B5 + KT 0 . 5mg / L + IAA 0 . 0 5mg / L and B5 + KT 2mg / L + IAA

1 mg / L ; ( 3) fo r r oot ing : B5+ IAA 0. 5～2 mg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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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里树胡椒 ( P ip er hisp idinervium) 是一种原产巴西的热带植物, 该植物为 1～3 m 高的灌木,

丛生, 枝叶剪除后再生能力强。据国外资料报道, 树胡椒叶片含 3%～4%的挥发油 (以干叶计) , 其中

黄樟油素含量高达 81%～88%左右,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新资源。我国是黄樟油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目前国内外市场对黄樟油需求量很大。由于树胡椒原产巴西, 我国仅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有少量引种,

从引种栽培情况看, 树胡椒生长适应性良好。因此, 对其进行快速繁殖研究, 是开发新的黄樟油素植

物资源的主要手段, 使它能够尽快进入规模生产, 成为我省黄樟油素的主要资源植物。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处理

材料取自西双版纳植物园药用植物区成熟种子, 只有一棵植株开花结果, 座果率较低。种子去掉

果皮, 经HgCl2 0. 1%灭菌 3 min, 无菌水冲洗 3次, 用滤纸将水吸干, 待接种。接种种子数为 20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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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培养条件

MS 和B5为基本培养基, 添加不同的植物激素, 包括 BA , KT , IAA, NAA。蔗糖浓度为3%, 琼

脂条 8%, pH5. 8±0. 1, 培养温度 24±2 ℃, 每天光照 10 h, 光照强度 2 000 lx。

2　结果讨论
2. 1　愈伤组织的诱导

种子接种在MS+ BA 1mg / L + NAA 0. 1mg / L + 活性碳0. 0 3% 的培养基上, 30d后, 幼苗高

1～2 cm, 茎基部和叶片长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100%。

2. 2　愈伤组织的分化

将愈伤组织转入以下 6组分化培养基, 愈伤组织分化和幼苗的生长情况如表 1所示。由表 1结果

看出, 愈伤组织在以上培养基中均能分化丛芽, 但在相同植物激素浓度下, M S培养基比 B5培养基易

产生玻璃苗。在 B5培养基中, 相同浓度的 BA 比 KT 易产生玻璃苗。我们在土沉香的实验中也发现相

同的结果 (未报道)。随着 BA 浓度的增加, 玻璃苗叶片由绿变黄再变黑 (坏死)。苗的玻璃化程度与叶

片颜色的变化呈正相关, 即玻璃化程度越高, 幼苗叶片坏死越多。这一结果在相关资料未见报道。为

了减少玻璃苗的产生, 基本培养基用 B5较好, 植物激素 KT 和 IAA 能分化出正常的幼苗。

表 1　植物激素对愈伤组织分化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培养时间 20 d)

T able 1　Effect of plant ho rmone on the callus differ entiat ion and g r ow th of plant let

培养基　　　 愈伤组织分化率/ % 幼苗玻璃化程度 幼苗生长特性　

( 1) M S+ BA0. 5+ IAA0. 05 100 + + + 叶片由绿变黑
( 2) M S+ KT 0. 5+ IAA0. 05 100 + + 叶片由黄变黑
( 3) B5+ BA0. 5+ IAA0. 05 100 + + 叶片由黄变黑
( 4) B5+ BA0. 1+ IAA0. 01 100 + 叶片少量变黄
( 5) B5+ BA0. 1+ NAA0. 01 100 + 叶片少量变黄
( 6) B5+ KT0. 5+ IAA0. 05 100 - 正常

　　　　注: 幼苗玻璃化程度: - , 正常; + , 少量苗玻璃化; + + , 较多苗玻璃化; + + + , 全部苗玻璃化。

2. 3　幼苗生长

将分化 了的丛 芽转入 以下 4组培 养基 , 3 5 d 后观察 其生 长结果 。表 2结 果显 示 ,

IAA0. 5～2 mg / L 对根的生长都有利。KT 2 mg/ L+ IAA 1 mg / L 促进幼苗长高。

表 2　不同 KT和 BA浓度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培养时间 35 d)

Table 2　Ef fect of KT and BA on growth of plantlet

培养基 苗增高/ cm 叶片增长数/片·株- 1 根

B5+ KT 0. 5+ IAA0. 5 1. 33 3. 68 较多

B5+ KT 1+ IAA1 1. 44 3. 46 较多

B5+ KT 2+ IAA1 2. 21 4. 06 较多

B5+ KT 2+ IAA2 2. 16 2. 11 较多

2. 4　试管苗的移栽及管理

将锻炼 2～3 d的苗取出, 洗

去根部培养基, 移栽到消毒的基

质中, 喷0. 1%的多菌灵, 置于不

受阳光直射和雨淋的地方。一年

后植株高为 1. 5 m 以上。

3　结束语
树胡椒的组织培养国内外未见报道。该植物的微繁成功为规模生产提供了基础。本单位两年来还

对其扦插繁殖进行了研究, 了解了不同季节、不同基质的成活率, 最高成活率达 90%以上 (结果未报

道)。组培苗和扦插苗大田种植后的黄樟油素含量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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