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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伞南星组织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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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峨眉山野生一把伞南星小块茎、茎尖作为外植体，研究了不同生长激素对不同外植体诱导发育的过程。结果表明，培养基 

MS+GA32．5mg／L+6-BA1．0rrIg／L的组合对小块茎生长效果好，可显著提高萌芽率。培养基 MS+IAA2 0mg／L+6-BA1．0rrIg／L的组合对茎尖 

诱导愈伤组织效果较好。试验结果为一把伞南星的组织快繁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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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伞南星(Arisaerna erube cells(Wal1)Schott．)为天南 

星科，天南星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既可观赏又可药用，以球 

状块茎入药，药名自南星，是临床燥湿化痰，祛风止痉，散结 

消肿的常用药，用于治疗痈肿及蛇虫咬伤[1-21。鲜品天南星提 

取物对 He11a细胞、肉瘤 180、HCA肝癌实体型、U14、U27等 

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对一把伞南星进行组织培养的主要 

目的：①利用试管快繁生产大量种苗，以满足庭院观赏或药 

用植物人工栽培的需要；②通过愈伤组织或悬浮细胞的大 

量培养，直接生产药物。笔者以不同的外植体为试材，筛选 

出一把伞南星初代培养的最适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为峨 

眉山野生一把伞南星的快速繁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L1 材料 于2006年3月，在峨眉山生物站附近(海拔990m) 

(林下较湿润的环境)取一把伞南星全株，清洗后装入保鲜 

袋备用。 

1．2 方法 

l-2．1 培养基配制。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6-BA、GA 

和 IAA。不同外植体使用不同种类及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 

长调节剂组合(表 1)。培养基pH值调节在5．5～6．0。 
表 1 初代培养基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 mgCL 

1．2．2 外植体消毒与接种。选取健壮完整、无病虫害的中小 

块茎，除去须根，用软毛刷刷洗，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3 h。在 

超净工作台上用浓度 75％酒精消毒 30 S，再用浓度 0．1％ 

的H 1 消毒 10 min，无菌水冲洗干净。将材料按直径分为 

2组①≤3 mm(取小块茎)和②>3 mm(取茎尖)。①组用无菌 

滤纸吸干水，直接接种于培养基，保持生长点向上。②组用 

镊子剥去外表皮，切取茎尖接种于培养基上。 

1．2．3 培养条件。接种后置于光照培养箱内培养。培养条 

件：温度 25℃，每 日光照 10 h。接种后每 3 d观察、统计结 

果。发现有感染，详细记录并及时转接或清除。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部位外植体初代培养污染率和存活率比较 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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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为外植体污染率小于小块茎作为外植体。原因在于，茎尖 

受外表皮的保护，材料带菌少：而小块茎直接接触土壤，表 

面污染物不易清除。小块茎为外殖体存活率较高。这是因为 

小块茎营养物质丰富，满足芽生长所需。 

表 2 不同部位外植体对初代组织培养的污染率和存活率 

2．2 以小块茎为外植体的处理组(①组)RES变化 接种 

15 d后可观察到小块茎萌发，长出叶片，叶片绿色针状，尚 

未展开；培养 24 d基部出现根。由表 3可以看出，不同植物 

生长调节剂组合对①组小块茎材料产芽外植体生长的影 

响：随着 GA 质量浓度的提高，RES提高；当GA 质量浓度 

达到 2．5 mgCL时，RES开始下降。GA3质量浓度以2．5 mg／L 

芽体生长情况最好，此时RES为 85．0％。随着 6-BA质量浓 

度的提高，RES提高；当 6-BA质量浓度达到 1．0 mg／L时， 

RES开始下降；以6-BA质量浓度 1．0 mg／L的外植体生长情 

况最好，RES为76．68％。通过不同质量浓度的GA 和 6-BA 

组合对①组小块茎材料产芽外植体生长的影响的方差分析 

可知，6-BA、GA 对 RES的影响在 0．05水平有差异。对 GA 

和6-BA 2因素各水平间进行 DuHcaH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6一BA浓度 1．0mg／L与其他浓度间RES在 0．05水平有差异； 

GA1浓度 2．5 mg／L与其他浓度间RES在0．05水平有差异。 

表 3 以小块茎为外植体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RES百分数 

GA， RES 

％ 

65．O 

6332 

76 68 

66．66 

60．02 

注：RES=(产芽外植体数 目，原培养外植体数目)xl00％。下表同。 

2．3 以茎尖为外植体处理组(②组)RES变化 接种21 d 

可观察到茎尖基部萌发 1 2个侧芽；培养 33 d后 ，侧芽长 

3 5 mm，且有愈伤组织出现。由表 4可以看出，不同植物生 

长调节剂组合对②组茎尖材料产芽外植体生长的影响：随 

着 IAA质量浓度的增加，RES提高；当IAA质量浓度达到 

2,0 mg／L时，RES开始下降；IAA质量浓度以 2．0 mg／L芽体 

生长情况最好，此时RES为63．34％。随着 6-BA质量浓度 

的提高，RES提高；当6-BA质量浓度达到 1．0mg／L时，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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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的山角下，将过境道路放置于城镇的切线方向上。在道 

路交通方面，提倡公交交通，保护马安街的原有建筑风格及 

街道的路面特点，并予以整治、改造、加固、维护。 

4 运用生态发展系统 

4．1 生态层面 小城镇作为人类聚集场所，是对人类活动 

所提供的各种生态因子(如水 、食物、能源、土地、气候 、交 

通、生态关系、环境容量、生活质量与外部系统的关系等)的 

集合。 

“地球上各种必需的物品和服务，都依赖于基因物种、 

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在特定的气候条件 

下，土地天然能够支持的生物体数量有一个限制，称其为 

“承载能力”。在土地的承载能力下，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就是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健康的表现。通过给予自然生物若干环 

绕城镇的自然栖息地(如绿带)，或者城镇内的自然生物栖 

息地(如公园、广场、小溪等)，人们可以确保 自然生物与城 

市共生。这主要是针对城市，而对于小城镇，其周围咫尺的 

大片山体、林地、小溪、山泉就已构成了小城镇的生态系统。 

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产量一直居世界第 
一 位，这种以不可再生化石燃料为能源主体的格局在短期 

内不可能改变，煤炭的大量消耗造成了大气污染和温室效 

应。同时，中国农业人口比例大，城乡人口差距大，城市的环 

境承载能力也不堪重负。所以，改变城镇能源生产和消费方 

式，优化城镇现有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 

是小城镇运用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老区通过广场道路绿带等绿色廊道通透呼应，这是 

城镇内部的历史文化景观带。所谓廊道，简单地说，是指不 

同于两侧基质的狭长地带，几乎所有的景观都被廊道所分 

割，同时又被廊道所联结。从生态角度来看，廊道有利于物 

种的空间运动和本来孤立的斑块内物种的生存和延续。马 

鞍镇水系不发达，道路两旁的绿化带就构成了城镇绿色廊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的出发点应着重考虑如何通过 

植物配置、生境创造来实现，同时，城镇内部的镇政府广场 

与城镇周边的延绵丘陵、山丘林地也形成一道亮丽的自然 

风光景观带。 

4．2 发展层面 马鞍镇用地发展方向是东南发展方向，主 

要考虑的因素是依据城镇的地形地貌、土地资源、对外交 

通、现状态势等方面。可以将马安街上的居民迁至城中新 

区，并将镇政府迁入城中新区，这样从政策上引导镇区的用 

地发展方向。考虑到城镇化速度，城镇不应急于扩大土地开 

发，有多少人口开发多少地，并最终与城西北区的老街相结 

合，其节点用文化广场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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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降；6-BA质量浓度以 1．0 mg／L芽体生长情况最好 ， 

此时RES为 58_32％。根据不同质量浓度的IAA和 6-BA组 

合对②组茎尖材料产芽外植体生长的影响方差分析可知， 

IAA与 6-BA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对 IAA和 6-BA 2 

因素各水平间进行 Duncan多重比较，结果表明，6-BA水平 

间 1．0 mg／L与 0．5、2．0、2．5 mg／L浓度间 RES在 0．05水平有 

差异 ；IAA水平间 1．0 mg／L与 2．0 mg／L浓度间 RES在 0．05 

水平无差异，与其他浓度间 RES在0．05水平有差异。 

表 4 以茎尖为外植体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 RES百分数 

3 结论与讨论 

(1)以不同质量浓度 GA，加 6-BA作比较，发现 GA3对 

小块茎萌发的作用效果比较明显，6-BA使用效果较好。初 

步确定一把伞南星小块茎作为外植体培养基为MS+GA，2．5 

mg／L+6-BA 1．0 mg／L。 

(2)以不同质量浓度的 GA 和 6-BA组合分析比较，同 

时使用对茎尖生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初步确定一把伞南星 

茎尖培养基为 MS+IAA 2．0 mg／L+6-BA 1．0 mg／L。 

(3)比较 2种外植体的生长情况。以小块茎作为外植 

体，总的萌芽率达到 66．34％；而茎尖作为外植体，总萌芽率 

只有 38．99％。以小块茎作为外植体，27 d后就出现根，生长 

情况良好。利用这种方法，可不受气候影响，进行周年种植。 

对于茎尖培养，较容易产生愈伤组织。 

(4)一把伞南星的组织培养还需要做大量的试验研究， 

如一把伞南星组培苗移栽时问长短的确定，组培苗的化学 

成分的测定及其次生代谢产物的成分测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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