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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取材柠檬马鞭草快速繁殖 

张艳玲，姚 雷，申晓辉，郝俊蓉 
(上海交遗|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上海201 101) 

摘 要：研究了柠檬马鞭草快速繁殖过程q'~l-植体取材时间、取材部位对灭菌效果、褐化控制、腋芽诱导等环节的影响，结果 

显示：取4-5月间带腋芽的幼嫩茎段，灭菌效果好，污染率在8,94％~X下，材料的褐化率控制在7％以下；以新抽出枝条顶芽 

下部2、3节带腋芽的茎段作为外植体，在MS+6一BA 1．0 mg·L--+IBA O．1～0．3 mg·L-I培养基上能正常萌发生长．并迅速进入 

增殖状态，20 d转接 1次，增殖倍数在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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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ropagation of Lippia triphylla 

by the Explants Adopted 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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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n the effect 0f~steri]；弱． contro1 of browned and bud induction by the time and part of plant for selecting 

explants had been studied．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ef ．ect of sterilize and control of browned WOuld be berter if the axillary was 

adopted during the 4-5 month of the year．with the rate of pollution under 8．94％ and the rate of browned under 7％ respectively； 

When the new sprout stems located in the 2～3出bud of plant was selected as explants and were cultured in the MS+6．BA 1．O 

mg。L一 +IBA O．1~0．3 mg·L-‘medium for bud axillary induction， the buds grew normally and muhiplicated quickly． with the 

multiplication COemcient being 3 when the buds were transferred every 2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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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马鞭草 ／ppia triphylla)又名防臭木、香水木。为马鞭草科，马鞭草属，多年生灌木，株高可达 120 

am，原产于热带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等地，在北非的摩洛哥也有栽培。柠檬马鞭草含有丰富的挥 

发油，是提取精油、食品、茶饮料等的主要原料，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1；因其特有的柠檬芬芳倍受人们的 

青睐，也可作为庭园绿化、净化空气的建植用材料。目前，国外只有关于柠檬马鞭草的栽培、药用等方面研 

究报道【2I 3】，成熟的组培技术尚未见报道。由于柠檬马鞭草用种子繁殖极为困难，扦插繁殖又受环境温度、 

湿度及土壤酸碱性等诸多因素影响，成活率很低，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故对其进行繁殖技术研究有积 

极意义。 

张艳玲等[41在柠檬马鞭草快速繁殖的培养基激素配方研究过程中发现外植体材料的老嫩程度和取材 

部位不仅影响材料的灭菌效果和控制褐化效果，还直接影响腋芽的诱导率。成为影响快速繁殖成功的主 

要因素。本试验从外植体的取材时间、取材部位两方面对柠檬马鞭草快速繁殖中的材料灭菌、褐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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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芽诱导等培养环节的影响进行研究，旨在建立成熟的快速繁殖技术流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取材 

本试验所用柠檬马鞭草是2001年从日本引进，扦插于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农场塑料大棚 

中，生长良好。取材时间为4月、5月、6月中旬，晴朗天气的 10：00以前，用剪刀切取健壮植株地上部分 

20 em处新生枝条，去除叶片。 

1．2 外植体无菌体系的建立及褐化的控制 

‘将去除叶片的新生枝条在洗洁精水中浸洗20 min，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1 h，沥干，置于70％的酒精中 

快速搅拌15 s。取出再转入含吐温．8O的2％次氯酸钠溶液中浸泡10 min，其间用软毛刷不断刷拭材料尤 

其是腋芽部位，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取出，用无菌水冲洗3—4次，再用灭菌吸水纸将水吸干备用。 

切取新生枝条项芽下部 1、2、3、4节带腋芽的茎段，接种到MS基本培养基上，每皿接种 1O个，设 1O 

个重复，于温室25~2。【=暗培养。分别按4月、5月、6月3个不问取材时间统计灭菌效果和材料褐化情况。 

1．3 腋芽诱导 

将无污染不再褐化的带腋芽茎段，按 1、2、3、4节分别接种到培养基 MS+6-BA 1．0 mg·L +IBA O．1 

mg．L-X上，琼脂7．0 g·L-I，蔗糖3O g· ，pH 5．8。培养温度为25~2 cc，光照时间为10 h·d一，光照强度为 1 

500 1)【。观察腋芽开始萌发时间，20 d后统计各皿中腋芽萌发数及增殖倍数，并以芽发育正常、长势旺、节 

间适中、苗无畸形、叶绿无黄化为标准。统计有效得苗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菌效果和褐化控制 

本试验分别在4月、5月、6月中旬3个时间段进行，灭菌时间、灭菌方法、接种培养方法相同。接种培 

养方法采取将材料在接种后放入暗处培养，接种 1周后统计灭菌效果、材料褐化情况。根据有效材料数来 

确定最佳取材时间。结果显示：在4、5月问切取的新生枝条，灭菌效果好，污染率在8．94％以下，材料的褐 

化率控制在7％以下；而在6月份取材的污染率和褐化率都高于4、5月间数值。由此可见，选用4、5月份 

期间取材效果最佳(表 1)。 ． 

表1 不同取材时间对柠檬马鞭草灭菌效果和褐化控制的影响 

Table 1 The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sterilize and control ofbrowned by the different，time for adopting explants 

2．2 腋芽诱导 

将初代培养无褐化的有效茎段接种在腋芽诱导培养基上，10 d后1、2、3茎节的基部有少量的愈伤组 

织形成，66％的茎节腋芽开始萌发；4茎节无腋芽萌发和愈伤形成，且又有许多材料褐化。20 d后统计腋芽 

增殖数，并以长势旺、节间适中、苗无畸形、叶绿无黄化为标准来统计有效得苗数，按不同取材月份和不同 

取材节位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最佳取材时间和取材部位。结果见表2、表3。 

20 d后观察腋芽萌发情况。发现不同取材时间其腋芽诱导顺序为4月>5月>6月，不同取材部位其腋 

芽诱导顺序为2、3茎节>1茎节>4茎节，1茎节的腋芽诱导数虽多，但其苗生长势弱，有效苗数少。2、3茎 

节腋芽诱导情况与1、4茎节差异显著，且4月、5月的2、3茎节比6月的2、3茎节腋芽诱导数多。由此可 

见，在4、5月份期间，切取柠檬马鞭草新生枝条上2、3茎节带腋芽的幼嫩茎段为外植体，腋芽诱导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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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B，C表示处理间 O．O1，水平极显著差异。 

Notes：‘A，B，C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evel丑t O．01 level。 

表3 不同取材部位腋芽诱导效果 

Table 3 Effect of induction of bud adopted from different part of plant 

ig：A，B，C表示处理间尸=O．O1，水平极显著差异。 

Notes：A，B，C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evel砒0．01 level 

3 讨论 

3．1 外植体的取材时间对灭菌效果的影响 

柠檬马鞭草表面密布腺毛，客观上存在着消毒时间长又易造成材料损伤的矛盾。为组织培养带来不 

便。外植体的消毒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本试验参照杨增海等【5捌方法，在2％次氧酸钠溶液中添加Tween-8O 

浸泡 10 min，其间用软毛刷不断刷拭材料尤其是腋芽部位，这样不仅可避免对组织的破坏和机械损伤，也 

可使消毒液与材料充分接触。灭菌试验结果显示：在 4、5月间切取的新生枝条灭菌效果好，污染率在 

8．94％以下；而在6月份取材的污染率高于4、5月间的材料。这是由于在春季取的材料比夏季的嫩，材料 

本身受污染的机率也比夏季低。 

3．2 外植体的取材时间对褐化控刈 影响 

就褐化的程度来讲，木本高于草本材料，老的外植体材料高于幼嫩的，生长旺盛期的高于生长初期的， 

分泌物多的材料高于分泌物少的 。柠檬马鞭草属于木本芳香植物，加之其产生精油等次生代谢分泌物 

质较多，在组织培养时更易造成材料和培养基褐化，所以控制外植体褐化就成其组培技术的关键环节之 
一

。结果显示：在4、5月期问选用新抽出枝条的幼嫩茎段，灭菌后的材料褐化程度轻，而在6月份选用的材 

料灭菌后褐化程度重。这是由于柠檬马鞭草精油分泌最高时期在生长最为旺盛的6月中旬凹，4、5月间取 

材避开了精油物质分泌高峰期，且此时的材料幼嫩、分泌物含量相对较少㈣，木质化程度也低于6月份。 

此外，消毒液浓度高、消毒时间长都易引起材料的褐化l1】】，为此，在消毒时严格控制消毒液浓度和消毒 

时间，有效地控制了材料的褐化。 

3-3 外植体的取材部位对腋芽诱导的影响 

组织培养无性快繁技术能够保存优良品种的遗传稳定性和一致性，并且除去顶芽，可以解除顶端优 

势，腋芽可不断分化和生长l121。本试验分别在4、5、6月选用新抽出枝条顶芽下部1、2、3、4节带腋芽的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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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植体，进行腋芽诱导试验，结果显示：4、5月间取第2、3节带腋芽的幼嫩茎段腋芽萌发数高，分化倍数 

为 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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