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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状结构再生植侏
,

与川芍同科的药用植物当归 的

组织培养工作也
了丁报道川

。

分化培养从上的小苗极少生根
。

转入加 N A A

妇! IB A 各 0
.

5 毫克/ 升的 l/ ZM S 培养基
,

一周左

长
, 即 长出较多白色幼根

,

形成完整的小植株
。

不降

低培养基的无机盐浓度
,

生根 极少 ; 在只加 IB A

0
.

5 吃克/ 升的 l/ Z M S 培养基上生根较差
。

小苗须

及时转堵
,

否则叶色变黄
,

逐渐枯萎
,

此 时 再转
,

就不再能生根了
。

新进展
:

川苟的叶柄组织培养未见 国 内外报

道 丁村讲一郎等曾培养与川苟不同属的日本川芍

(c 六玄d‘。 m o ff ‘e‘。 a le M a k呈n 。
.

) 的茎尖
,

获得再

生植株 13 1。 本文所述培养材料
、

激素成份及再生方

式等
,

与日本川苟的培养均不相同
。

意义和用途
:

川芍是我国特产的常用 中药材
,

药用部分是块茎
,

有行气开郁
、

祛风燥湿
、

活血止

痛的功效
。

其繁殖材料是地上茎的茎节
,

必须用块

茎专门培育
。

利用组织培养分化的丛生小苗连续转

培
,

只要条件得当
,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从一块愈仿

组织获得大量小植物
,

这就为选育品种时进行优良

种株的无性系快速繁殖提供了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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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兜铃茎段组织培养

程治英 王锦亮 刘道华 吴玉芳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动卷)

植物名称
:

扎伊尔马 兜铃 (月 : 云St ol 。。h‘a 创 e -

g a川 5
M

a s t )

材料类别
:

嫩茎消毒后切成 Ic m 长的切段
。

培养条件
:

基本培养基为 M S 附加 B A
、

IA A

和 2
,
4
一

D 等植物激素
,

培养温度25 一 30 ℃
,

每天照

光 1 0小时 (光强为Z0 0 0 1u x )
。

生长和分化情况
:

茎段在附加 B A Z
、

IA A o
.

2

一 0
.

4 m g / 1的 M S 士音养基上或 B A Z
、

2
,

4 一D 0
.

2皿 g

/1 的 M S 培养基上
,

6 天茎段开始膨大
,

7一 12 天

可见透明的愈伤组织产生
,

诱导率为89 一10 0 %
,

随

后又长出绿色瘤状愈伤组织
,

16 天开始由瘤状愈伤

组织产生丛芽
,

这些带芽愈伤组织可以切割
、

转接

不断增殖下去
。

产生丛芽的最适激素 配 比 浓度是

B A Z
、

IA A o
.

Z m g / 1
,

其次是 B A Z
、

2
,

4 一D o
.

Zm g / l
,

再其次是 B A Z
、

IA A o
.

4 m g / 1
。

N A A o
.

2 一Zm g / 1

不适合
,

表现为愈伤组织褐化和芽枯死
。

诱导出丛

芽后
,

可以转接在不加激素的 M S 墙养基上
,

糖含

量 由 3 % 降为 1 %
,

苗生长健壮
,

叶大
、

黑绿 在这

种培养基上
,

无根苗 18 天便长根
,

生根率达4 4 %
,

将无根苗转到 IA A O
.

2一 o 4 m g /1 的培养基上
,

17

天生根率达 54 %一70 %
。

新进展
:

马兜铃的组织培养
,

国内外未见报道
。

意义和用途
:

马兜铃花大而美丽
,

花期长
,

可

供观尝
。

利用嫩茎切段为材料离体培养可用于快速

繁殖
。

2 95 3 年 6 月 2 2 日收到

嘉兰幼叶的组织培养

程治英 王锦亮 刘道华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动卷 )

植物名称
:

嘉兰(G l。 r io s a su p e r b a L
·

)

材料类别
:

根状茎芽 (包 括 幼 叶和生 长点),

。
.

1 %升汞消毒 10 分钟
,

用无菌水冲洗干净
,

剥去

夕层鳞片叶
,

将幼叶切成 。
.

5一lru ru 切块
。

1 , as 年 ‘月 2 2 日收到



培养条件
:

基本培养 基为 M S
,

附加 成 分 有

B A
,

C M
,

2
,

4
一

D
,

N A A 和 IA A
。

室温培养
,

照光

l。小时 (光强 Z 0 0 0 1u x )
。

生长和分化情况
:

幼叶 切 块在 M S 附 加 2
,

4 一D 3
、

N A A Z
、

IA A I
、

B A Zo g /l 的培养基上
,

6一

10 天便长出透明愈伤组织
,

诱导率达 80 一 1 00 %
,

随

后又 长出黄色愈伤组织
。

培养 1 个月后转入 M S 附

加 B A Z
、

2
,

4
一

D o Z m g /1 的培养基上
,

3。 天开始形

成不定芽
,

芽分化率为 19
.

5%
。

多数愈伤组织分化

出单芽
,

少数能分化出二个芽
。

B A 和 CM 对芽分

化有促进作用
。

将这些芽转到无激素的 M S 培养基

上
,

茎叶能继续生长
,

2一 3天后开始形成根
,

得到

完整的试管小植株
,

移栽不易成活
。

在培养中
,

有

少数试管苗能形成气生根状茎
,

待这些根状茎发芽

后移入土中
,

成苗率可达 90 %
,

其中60 %的苗能形

成地下根状茎
。

在通常情况下
,

1 株嘉兰苗仅形成

1 个根状茎
,

其上有2一 3个芽
。

但 1 株试管苗最多

能形成 吐个根状茎
,

含 10 个芽 (其中 7 个芽能发育

成苗 )
。

新进展
:

嘉兰组织培养国内外未见报道
。

意义和用途
:

嘉兰属 百合科草木植物
,

其花大而

美丽
,

随着花龄变化
,

花色由黄变成金黄
,

最后变为

红色
,

一朵花寿命长达十天
,

整株花期能持续30 天左

右
,

有观尝价值
。

它的地下根状茎是提取秋水仙碱的

原料植物之一
。

改进培养条件
,

提高幼叶的分化率

和促进试管苗形成根状茎
,

将有利于提高繁殖速度
。

全国第一次药用植物组织培养讨论会简讯

为促进我国药用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及其在药材生产上的应用
,

1 9 8 3年 7 月 2一5 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第一

次药用植物组织培养讨论会
。

此会由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细胞生理专业组与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共同 主 持
,

并得到南京药学院的全力协助
。

来 自12 个省
、

市25 个单位的 3 5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

会议交流 了工作情况和经验
,

听取了上海植生所代

表宣读的何卓培同志关于
“

植物组织培养生产有用化合物及存在的问题
”

的综述报告
,

并就我国药材生产上

应用植物组织培养和有关问题展开 了热列的讨论
。

据会议统计
,

全国约有 3 。多 个单位
、

1 00 余人从事药用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
,

近年来通过各级技术鉴

定会的成果有
:
广西药物所罗汉果组织培养 , 山东大学生物系与荷泽地区中药材试验站协作的怀地黄 组 织

培养 ; 吉林农大特产系人参花丝植物培养 ; 南京药学院人参组织培养等
。

这些成果 目前正在同生产应 用 过

渡
,

以期解决快速繁殖 (罗汉果 )
、

去病毒植侏 (怀地黄 )和工业化生产的中间性试验〔人参)等问题
。

华南植物所用清凉饮料植物 紫背天葵
、

西北植物所选用秦巴山地特有的民间药物太白米
、

昆明植 物所

选用传统出口
、

价格甲贵的黑节草等药用植物进行组织培养均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

此 外
,

还 有 20 多 个 单

位
.

分别对三分三
、

人参属植物
、

青高
、

番红花
、

元胡
、

薯芋
、

贝母
、

石解
、

着草
、

重萎
、

天麻等药用植物

组织培养的条件
、

器官分 化
、

细胞学
、

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等基 础研究也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

为今后 深 入

研允与扩大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

到会代表认为
,

发展药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潜力很大
,

应该引起有关 领导

重 视
,

有组织
、

有计划地选择一些疗效显著
、

有效成分 明确
、

资源稀少
,

特别是 目前紧缺品种和进出 口 量

较大
.

有实际经济效益的品种
,

组织力量争取在短期内做出成绩
。

这一项研究涉及到植物生理学
、

遗传学
、

栽培学
、

药物化学
、

药理学以及有机化学
、

发酵工艺等多个

学科
。

应该在有关领导机构的组织下
,

各学科协同攻关
,

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

并应加强情况交流
,

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和伎术
,

为早 日将我国药用植物组织培养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做出贡献
。

(丁 家宜 沈栋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