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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台湾金线莲的深入研究提供种源。[ 方法] 以带腋芽的台湾金线莲茎段为外植体 , 用不同培养基诱导丛生芽 , 并进行生
根诱导, 建立一套快速繁殖体系。[ 结果] 单独加入1 .0～4 .0 mg/ L 6- BA 的培养基使台湾金线莲丛生芽的增殖倍数从2 .3 增至4 .5 ; 同时
添加6- BA 和2 ,4- D 时 , 丛生芽的增殖倍数明显增加 ,6- BA 和2 ,4- D 浓度分别为2 .0、0 .4 mg/ L 时 ,丛生芽的增殖倍数达8 .1 。1/ 10 MS 培养
基较适宜生根诱导。活性炭浓度小于0 .1 %有利于组培苗的生根及生长 , 生根所需时间较短 , 平均生根数有所增加 , 植株生长健壮 , 经过
10～20 d 的炼苗, 移栽成活率达95 % 以上。[ 结论] 台湾金线莲丛生芽诱导的适宜培养基为 MS + 1 .0 mg/ L KT + 0 .2 mg/ L NAA + 2 .0
mg/ L 6- BA+0 .4 mg/ L 2 ,4- D,生根诱导的适宜培养基为1/ 10 MS +0 .5 mg/ L NAA +5 %香蕉泥+0 .05 % 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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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ropagationof Medical Plant Tai wan Anoect ochil us for mosanus
KONG Qiong et al  ( Depart ment of Biology , Honghe University , Mengzi , Yunnan 6611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 to supply seed sources for deeply researching Taiwan Anoectochilus for mosanus . [ Method] With stemsegments
having axillary buds of Tai wan A. formosanus as explants , the different media were used to i nduce clustered buds and conduct rooting induc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set of rapid propagation system. [ Result] The media added 1 .0 ～4 .0 mg/ L 6- BA solely increased 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A. for mosanus
clustered buds from2 .3 to 4 .5 ti mes . When 6- BA and 2 ,4- D were added at the same , 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cl ustered buds i ncreased obviously .
Whenthe concentrations of 6- BA and 2 ,4- D were 2 .0 and 0 .4 mg/ L resp . , the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cl ustered buds reached 8 .1 . 1/ 10 MS medium
was more suitable for rooting induction . The active carbon concentration smaller than 0 .1 % was favorable for the rooting and growth of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 the ti me needed for taking root was shorter and the average rooting number had some increment , the plant grewhealthily and the transplant sur-
vival rate was over 95 % after seedling-hardening for 10～20 d . [ Conclusion] The opti mum medi um was MS + 1 .0 mg/ L KT + 0 .2 mg/ L NAA + 2 .0
mg/ L 6- BA+0 .4 mg/ L 2 ,4- Dfor inducing clustered buds of Tai wan A. for mosanus and was 1/ 10 MS+0 .5 mg/ L NAA+ 5 % banana juice +0 .05 %
active carbonfor their rooting indu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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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金线莲( Anoectochilus for mosanus) 是一种兰科多年生

药用草本植物, 素有“乌人参”美称, 具有较高的观赏和药用

价值。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都有分布, 我国主要分布

于福建、广东、云南等地[ 1] 。由于该植物含有大量具有药理

活性的苷类、黄酮、糖类、有机酸等化学成分, 因此有调节内

分泌、强心利尿、降血压等功效[ 2] 。近年来 , 台湾科学家发现

该植物的提取物具有抗乳腺癌的作用[ 3] 。但由于其具有种

子细小、胚胎发育不完全、自然繁殖率极低、生长极为缓慢等

特性, 单纯依靠野生资源远不能满足医药事业的需求量。因

此笔者采用植物组织培养对台湾金线莲进行快速繁殖 , 以期

建立一套快繁体系 , 为该药材的深入研究提供种源。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台湾金线莲取自云南屏边县组培育苗有限公司。

1 .2 方法

1 .2 .1 培养条件。采用固体培养基, 培养基中含3 % 蔗糖、

0 .7 % 琼脂 , 将培养基pH 调至5 .5～5 .8 。培养室温度25 ～28

℃, 光照10 ～14 h/ d , 光照强度2 000 ～3 000 lx 。

1 .2 .2 丛生芽诱导。选取3 个月苗龄的无菌苗为外植体。

将外植体切成长0 .5 ～1 .0 c m 且含有1 个腋芽的茎段, 接种

于不同培养基上进行丛生芽诱导。基本培养基为 MS + KT

1 .0 mg/ L+ NAA 0 .2 mg/ L , 分别添加不同浓度6- BA( 1 .0、2 .0 、

3 .0、4 .0 mg/ L) 和2 ,4- D( 0 .1、0 .2、0 .3 、0 .4 mg/ L) 。培养60 d

后, 进行丛生芽诱导增殖统计。

1 .2 .3 壮苗及生根。将长2 .0 ～2 .5 c m 小苗接种于1/ 2 、1/ 4 、

1/ 8 和1/ 10 MS 4 种基本培养基并附加NAA 0 .5 mg/ L 进行生

根诱导培养, 筛选适合的培养基, 同时添加5 % 香蕉泥和不同

浓度活性炭( 0 .01 % 、0 .05 % 、0 .10 % 、0 .20 %) , 培养30 d 后统

计生根情况。选取植株健壮、根系发达的组培苗炼苗移栽。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丛生芽诱导 在组培过程中, 金线莲茎段的分化和生

长的时间较长, 一般22 d 后肉眼才能观察到形态变化。刚长

出的小芽为黄白色,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逐渐转为黄绿色。

经60 d 诱导培养, 含细胞分裂素6- BA 和生长素2 ,4- D 的培

养基均能诱导含有腋芽的金线莲茎段产生丛生芽。由表1

可见, 添加2 ,4- D 有利于丛生芽的诱导。单独加入质量浓度

为1 .0～4 .0 mg/ L 6- BA 的培养基能使金线莲丛生芽增殖倍

数从2 .3 增到4 .5 ; 同时添加6- BA 和2 ,4- D 时, 丛生芽增殖倍

数进一步提高, 且当6- BA 和2 ,4- D 浓度分别为2 .0 和0 .4

mg/ L 时, 增殖倍数达8 .1。

2 .2  壮苗及生根 含有低浓度无机盐的基本培养基有利于

组培苗的生根诱导和生长发育。由表2 可见,1/ 10 MS 较适

宜生根诱导。当加入不同浓度的活性炭后, 能显著影响金线

莲的壮苗及生根。当活性炭浓度小于0 .10 % 时, 有利于组培

苗的生根及生长, 生根所需时间较短, 平均生根数有所增加且

植株生长健壮; 活性炭浓度大于0 .10 %时, 影响根发育, 苗生长

缓慢, 叶表面出现缺乏营养症状。适宜壮苗及生根的培养基配

方为1/ 10 MS+ NAA 0 .5 mg/ L+ 5 %香蕉泥+ 0 .05 % 活性炭。

2 .3  炼苗移栽 选取根系发育良好的健壮组培植株进行炼

苗移栽。将敞开的组培瓶置于温室下炼苗5～7 d 后, 洗去根部

残留的培养基并假植于蛭石中, 保湿培养10～15 d , 直接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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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光周期对小麦穗分化的影响: 第一, 随短日处理后延, 短

日延迟作用减弱。光周期不敏感品种受到的影响程度要小

于光周期敏感性品种。第二, 短日延迟作用有一定的“滞后

期”。小麦植株始终处于短日情况下, 至二棱期时 , 已分化的

叶原基仍有部分叶原基尚具有不确定性, 可向成叶或小穗原

基双向转化。短日抑制小麦生育进程 , 并且 , 小麦在长日处

理下, 二棱初期至开花所需天数较短。

参考文献

[ 1] 余松烈.山东小麦[ 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
[2] 米国华,李文雄. 光周期反应对小麦穗分化的影响[J] . 东北农业大学

学报,1996(3) :209 - 218 .
[3] 刘玉平,李建平,兰素缺, 等.光周期迟钝基因对冬小麦农艺性状的影

响[J] .华北农学报,2002 ,16(4) :59 - 64 .
[4] 王建革,孙宝启,黄友志.小麦抽穗期的遗传控制[J] .遗传,2002,24(2) :

193 - 196 .

( 上接第2272 页)

到基质( 蛭石∶腐殖质∶木炭= 1∶3∶2) 中, 成活率达95 % 以上。

表1 不同植物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 hor mones oninduction of cluster buds

编号

No .

植物激素∥mg/ L

Plant hormone
6-BA 2 ,4- D

丛生芽增殖倍数

Proliferation multiple

of cluster buds
1 1 .0 0 2 .3

2 2 .0 0 4 .5

3 3 .0 0 3 .5

4 4 .0 0 2 .9

5 2 .0 0 .1 4 .3

6 2 .0 0 .2 5 .6

7 2 .0 0 .3 7 .6

8 2 .0 0 .4 8 .1

表2 不同基本培养基及活性炭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basic media and different active carboncon-

centrationonrooting

基本培养基

Basic media

活性炭浓度∥%

Active carbon

concentration

根数∥条

No . of

roots

株高∥cm

Plant height

叶片数∥片

No . of leaves

1/ 2MS 0 1 .7 3 .1    6 .4

1/ 4MS 0 2 .3 4 .2 8 .5

1/ 8MS 0 2 .6 5 .1 9 .7

0 2 .7 5 .3 10 .1

0 .01 2 .8 5 .3 10 .2

1/ 10MS 0 .05 3 .2 6 .5 12 .5

0 .10 2 .3 3 .8 8 .1

0 .20 2 .1 3 .6 7 .3

3  讨论

选取金线莲茎段作外植体 , 参考前人的研究基础, 固定

基本培养基配方, 变换激素种类和质量浓度, 采用8 种培养

基对丛生芽进行诱导, 结果表明, 不同的植物激素种类和质

量浓度对丛生芽诱导有明显影响。同时加入6- BA 和2 ,4- D

时, 丛生芽分化率明显增加; 其中 MS + KT 1 .0 mg/ L + NAA

0 .2 mg/ L + 6- BA 2 .0 mg/ L + 2 ,4- D1 .5 mg/ L 培养基适宜金线

莲丛生芽的诱导。不同基本培养基和不同浓度活性炭对生

根诱导实验表明,1/ 10 MS 是最适宜的基本培养基 , 这与何云

芳等[ 4] 的研究相一致, 且低浓度的N、P、K 营养成分有利于生

根诱导; 添加不同浓度活性炭有利于金线莲的生根及生长 ,

当活性炭浓度高于0 .10 % , 苗生根及生长受阻 , 低于0 .10 %

时, 生根时间提前。大量研究表明 , 活性炭有利于金线莲生

根诱导[ 5 - 8] , 浓度过高时, 培养基中的营养物质被其所吸附 ,

使苗生长发育受阻; 浓度低时, 可使培养基变黑, 模仿黑暗环

境有利于试管苗的生根和防止在生长过程中释放到培养基

中的酚类物质, 促进试管苗的生根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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