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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BA 5 + IBA 0. 3。不定梢增殖培养基为 MS + 62
BA 0. 5 + IBA 0. 1。以上所有培养基都附加 3 %蔗

糖 ,p H 调至 5. 8。培养温度 (25 ±2) ℃,光照 14 h·

d - 1 。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不定梢诱导接种方法 　取红荷包杏幼果 (此

时胚的 PF1 值 = 胚长/ 种子长 = 0. 8) ,表面经洗衣

粉水刷洗 ,然后以自来水流水冲洗 30 min 以上 ,再

在超净台上用 70 %的酒精浸泡 1 min 以上 ,进行果

实表面消毒。取出果实 , 用灭菌刀剖开果肉 , 取出

种核 ,砸开核壳 ,剥出胚 ,去掉种皮后取 2 子叶接种

在不定梢诱导培养基上。接种前将子叶纵切伤。

接种后先暗培养 3 周 ,再转光下培养。

4. 2 　不定梢的分化 　接种后培养 5 d ,子叶开始膨

大 ,叶色由接种时的白色变为浅黄色 ;10 d 时 ,子叶

变为鲜黄色 ,其基部开始膨大 ,产生少量浅黄色致

密的愈伤组织 ;15 d 时 ,部分子叶开始有不定芽点

出现 ,不定芽不是通过愈伤组织阶段 , 而是从子叶

近轴面伤口上直接产生。以后随培养时间的增加

产生不定芽的子叶数增加。培养 50 d 后统计 50

个子叶的不定梢再生率 ,以 (1) 诱导培养基上的最

高 ,达 50 % ;其次是 (3) 培养基 ,为 31. 3 % ;最低的

是 (2)培养基 ,仅为 18. 9 %。说明 (1) 培养基是诱

导早熟杏红荷包子叶再生不定梢的适宜培养基。

4. 3 　不定梢的增殖 　在诱导培养基上产生的不定

梢转移到增殖培养基上能够快速增殖 ,月增殖系数

在 5 倍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红荷包是早熟的中国杏品种 ,其

种胚发育不能成熟 ,按常规田间播种不能出苗。采

用试管胚培的方法 ,可能是选育特早熟杏新品种
(系)的一项有效措施。我们实验室采用试管胚培

的方法选育出一批超过母本品种的特早熟杏新品

系 ,具有良好的应用开发前景。但是杏胚培需经 3

个月的低温冷藏 ,且成苗率低 ,移栽成活困难。本

文中幼胚子叶再生不定梢成功 ,可以使 1 个胚获得

1 个以上的不定梢 ,从而大大提高了胚的成苗率。

而且试管苗的移栽不受季节限制 ,移栽成活率也提

高。诱导子叶产生不定梢毋需通过低温处理 ,接种

后可直接诱导产生再生不定梢 ,成苗时间缩短 ,育

种进程加速。

另外 ,本文结果还可为采用基因工程进行遗传

转化操作 ,以改良品种和筛选无性系变异 ,从材料

和技术上提供参考。早熟中国杏幼胚子叶再生不

定梢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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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雪莲的幼根培养及植株再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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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Cult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 Sa ussurea medusa
L I Yi , WAN G Hui2Chun , ZHAN G Huai2Gang , XU Wen2Hua , ZHAN GBao2Chen (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1)

1 　植物名称 　水母雪莲 ( S aussurea medusa) ,藏药
中称为恰羔素巴。
2 　材料类别 　无菌苗的根。
3 　培养条件 　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以 MS、C17 或
W14 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2 ,42D 1～2 mg·L - 1 (单
位下同) + 肌醇 200 + 蔗糖 3 % + 琼脂0. 5 %。继代
培养基为 MS + 2 ,42D 1 + 肌醇 200 + CH 300 + 蔗
糖 3 %～5 % + 琼脂0. 5 %。分化培养基配方为 1/ 2

MS + KT 1 + CH 300 + 肌醇 200 + 蔗糖 3 % + 琼脂
0. 5 % ,再附加 (1) NAA 0. 5 + 62BA 1 或 (2) NAA

1 + 62BA 2。所用培养基的 p H 均调为 5. 8。培养
温度为 (20 ±1) ℃,光源为日光灯 ,光照度 2 000～
3 000 lx ,光照 12h·d - 1 。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无菌幼苗的获得 　在无菌条件下 ,将水母雪
莲的种子用 0. 2 %升汞灭菌 8 min ,无菌水冲洗 5～
6 遍 ,接种到 MS 无激素培养基上。3 周后产生无
菌幼苗。
4. 2 　愈伤组织的产生 　在无菌条件下 ,将无菌幼
苗的根切下 ,接至诱导培养基上。数天后外植体开
始膨大、伸长 ,组织逐渐变得疏松 ,表面似毛状 ; 4

周后 ,在毛状物中产生大量坚硬的球型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100 %。将球型愈伤组织切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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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继代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

4. 3 　愈伤组织的生长与分化 　愈伤组织在继代培

养条件下生长旺盛。将生长良好的愈伤组织转移

到分化培养基上进行分化 ,3 周后在愈伤组织的表

面产生大量小的芽状物。芽状物继续发育 ,成为完

整的再生植株。再生植株分化率 :分化培养基 (1)

上为 180 % , (2)上为 200 %。

5 　意义与进展 　水母雪莲属菊科风毛菊属。在医

药上主要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病及高山反

应等症。近年来 , 水母雪莲治疗某些疑难病症的功

效已经得到了证实 (如抗癌和治疗心血管病等) 。

水母雪莲是藏药恰羔素巴的正品 , 它主要分布在

海拔 4 000 米的高寒地区。由于所生长地区的自然

环境极为恶劣 , 生长极其缓慢 , 资源量严重不足 ,

从而限制了它的利用。研究水母雪莲脱分化与再

分化的规律 , 将为大规模生产水母雪莲提供了新

的可能途径。水母雪莲组织培养再生植株尚未见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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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葵的离体快速繁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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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山葵 ( Eut rem a w asabi ) 日本品种

岛根 3 号。

2 　材料类别 　无菌萌发的种子苗。

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自行设计的“贵山”
(代号 GS) 配方 [ 其大量元素组分为 : 每 L 含
(N H4 ) 2 SO4 0. 321 g、KNO3 1. 281 g、KH2 PO4

0. 200 g、CaCl2 ·2H2O 0. 887 g 和 MgSO4 ·7H2O

0. 746 g , 铁盐、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组分均与 MS

配方相同 ]。种子萌发培养基为 : (1) GS + 62BA 0.

2 mg·L - 1 ( 单位下同) ;芽增殖培养基为 : (2) GS +

62BA 0. 4 ;生根培养基为 : (3) GS + IBA 0. 4。蔗糖

在培养基 ( 1) 、( 2) 和 ( 3) 中的浓度分别为 2 %、

3. 5 %和 3 %。各培养基的琼脂含量均为 0. 8 % ,

p H 5. 8 。培养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 ,温度为 16 ℃,

每天照光 13 h ,光照度为 1 0002 0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无菌种子苗的培育 　种子先用 70 %乙醇浸

渍 20 s ,以无菌水冲洗干净 ,再用 0. 1 %升汞水浸泡

10 min , 无菌水冲洗 6 遍后 ,播种于培养基 (1)上。

培养 20 d 后种子开始发芽 ,再过 28 d 萌发成长为

上端具有 3 个左右的芽 ,下端已生根的多芽苗。

4. 2 　芽的增殖 　从种子苗顶端切割出的单芽接种

在培养基 (2)上 ,培养 3035 d 后即形成带有 4 个芽

的芽丛。若每 35 d 继代增殖 1 次 ,每次的芽增殖

率均保持在 4 倍左右。由 1 个单芽开始扩繁 ,每

35d 继代 1 次 ,1 年内可继代 10 次 ,从理论上计算

可以获得 1 048 576 个芽。

4. 3 　根的诱导和植株再生 　将增殖形成的芽丛分

割成单芽 ,接种于培养基 (3) 上 ,培养 35 d 后的生

根率达 100 % ,且形成株高约 6 cm 的再生小植株。

4. 4 　移栽 　将生根培养瓶的封口膜揭开 ,再生小

植株锻炼 2 d 后 ,小心取出 ,洗净根部附着的琼脂 ,

移栽到盛有腐叶土和珍珠岩 (3∶1) 的塑料营养杯中 ,

置于家庭居室的北向阳台上培养 ,第 1 个星期在营

养杯上方罩塑料薄膜保湿。在贵阳地区气候条件

下 ,除 7、8、1、2 月份外 ,其它月份移栽 25 d 后的成

活率均达 90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山葵又名山　菜 ,是十字花科山

菜属辛香料蔬菜和药用植物。其根状茎富含由

芥子油和糖类结合成的配糖体、酶和维生素 ,研磨

后产生特殊的辛辣味 ,有促进食欲、防腐抗菌及多

种其它药用功能 ,是日本式饮食的重要佐料。此种

植物的栽培对生态环境要求苛刻 ,故种植面积有

限 ,市场供不应求。山葵传统上靠根状茎长出的侧

芽分株繁殖 ,不仅繁殖系数低 ,而且极易导致黑心

病传播。若进行种子繁殖 ,则存在种子活力不易长

期保持 ,休眠和萌发过程均难以人工控制 ,以及易

受十字花科其它植物串粉杂交等问题的困扰。以

组织培养方法繁殖 ,可在短期内提供大量健壮且不

带病的种苗。以无菌苗顶端作为起始外植体进行

山葵离体快速繁殖 ,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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