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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味 子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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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五 味子 带芽 鳞的 休眠 芽 、不带芽鳞的休眠芽和水 培的新 梢茎段为 外植体 ,接种 于不同 激素配 比

的培养基中 ,进行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研究 。结果表 明 ,水 培的新 梢茎段 是诱导丛 生芽的 最佳外 植体 ,在

MS+ 6- BA115 mg·L - 1
+ IBA012 mg·L - 1 、pH 值 518的初 代培养 基中 ,培养效 果最为明 显 ,分化率达 到了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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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ique of tissue culture for Schisandra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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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study on the techniqueof tissueculture for Schisandra chinensis ,the dormant budwith scaleor removed

or shoot rinsed then disinfected are used as explants1 The culture medium modified with 30gΠL sucrose 8gΠL agar -

agar o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growth regulator used for cul ture initiation1The shoot i s the best explant used for axil2

lary shoot mul tipl ication and the best mediumfor initi al culture isMS+ 6 - BA115gΠL + IBA012mgΠL at pH 518 1The
f requency of diffferentiation is 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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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味子 (Schisandra chinensis Baill )亦称北五

味子 ,属五味子科五味子属多年生落叶木质藤

本植物 ,主要分布在东亚 ;我国为本属植物的现

代分布中心 ,分布范围东自黑龙江 、西至西藏 、

北达内蒙古 、西南到云南 。其中以吉林 、辽宁 、

黑龙江的五味子资源和五味子产量为最多 ,河

北 、山东 、山西、内蒙古也有部分资源
[1 ]

。

五味子的果实及种子均可入药 ,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具有收敛固涩 、益气生津 、补肾宁

心的功 能。用于久 嗽虚喘 、梦遗 滑精 、遗尿频

尿、久泻不止 、自汗 、盗汗 、津伤口渴 、短气脉虚、

内热消渴 、心悸失眠等病症
[2 ]

。茎皮可作调料、

香料 ,果实可制作饮料 、果酒等 。近年来 ,国内

外市场对五味子的需求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近

年来 ,关于五味子的组织培养工作 ,国内外还未

见公开报导
[ 3 ,4 ]

。因此 ,本文采用植物组织培养

手段 ,着重研究五味子不同外植体 、激素种类与

配比等对分化的影响 ,从中筛选出最优技术参

数组合 ,建立五味子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系统 ,为

开发利用这一宝贵资 源寻求新的苗木繁殖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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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与研究方法

1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以尚 未萌发 的五味子 带芽鳞 休眠

芽 、不带芽鳞休眠芽和水培新梢茎段三种材料

为外植体 ,进行诱导分化培养 。

112 研究方法

11211外植体筛选

分别将带芽鳞的休眠芽 、不带芽鳞的休眠

芽和水培的新梢茎段 ,接种到 MS+ IBA012 mg·

L
- 1
+ 6 - BA2 mg·L

- 1
培养基上 ,其中蔗糖 30 g·

L
- 1
,琼脂 8 g·L

- 1
,pH 值 518～610。目的是筛

选最佳外植体。
表 1 正交试验

处理 6 - BA IBA

1 1 (115) 1 (012)

2 1 2 (015)

3 1 3 (110)

4 2 (210) 1

5 2 2

6 2 3

7 3 (215) 1

8 3 2

9 3 3

11212激素组合筛选

利用正交试验设计 (表 1) ,选择 6 - BA 与

IBA 不同配比梯度进行试验 ,并考虑 ZT对实验

效果的影响 ,分别采用 6 - BA 和 IBA 加 ZT与

不加 ZT 两种情况进行 研究 ,以其达到 预期效

果 。试验采用 MS为基本培养基 ,每处理接 种

10 瓶 ,重复 2 次。试验数据采用 SPSS1310 软件

进行分析处理 。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1 最佳外植体的筛选
表 2 五味子不同外植体试验结果比较

外植体
接种

数

无菌

苗数

污染率

Π%

芽 分化

率Π%

不带芽鳞休眠芽 20 20 0 50

带芽鳞休眠芽 20 4 80 0

新梢茎段 20 20 0 40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不带芽鳞的休眠芽和

新梢茎段作为外植体时污染率极低 ,而不带芽

鳞的休眠芽要比新梢茎段的芽分化率高 10 %。

带芽鳞的休眠芽由于芽鳞未剥去 ,其表面常附

带有微生物 ,一旦存在良好条件就会迅速萌发 ,

污染培养材料和培养基 ,所以污染率极高 。而

水培嫩茎在室内培养 ,接触外界的机会小 ,污染

率相对较低。试验发现 ,水培嫩茎具有污染率

低、存活率高和生长状况好等优良特性 ,但其受

时间条件的限制 ,水培时间过长 ,自身储备的营

养物质消耗殆尽 ,外界又很难补充 ,从而制约了

试验进程 。茎段分化的嫩苗粗壮 ,芽色深绿 ,由

茎段诱导出的芽苗虽生长慢 ,但粗壮挺拔 ,有利

于后期继代培养 。因此 ,五味子的水培新梢茎

段是组织培养最佳的外植体材料 ,但从节省试

验材料方面考虑 ,利用不带芽鳞的休眠芽进行

培养也可以。

212 最佳激素组合筛选

21211 休眠芽未附加 ZT培养

表 3 五味子休眠芽未附加 ZT 分化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 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组间 4 1101223 8 5131778 81477 01002

组内 5451448 9 601605

总和 4 6551671 17

　　通过方差分析 (表 3)可 以看出 ,在未附加

ZT的情况下 ,6 B 和 IB 配比组合对五味子

休眠芽的分化率影响效果极显著 。说明因素水

平间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因素的不同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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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化率有显著影响 。为找出最佳激素配比方 案 ,需通过多重比较方法进一步分析 (表 4) 。

表 4 五味子休眠芽未附加 ZT 分化率多重比较表 (临界值 = 0101)

处理 1 2 3 4 5 6 7 8

2 201415 3

3 3019703 3 101555

4 3817503 3 181335 3 71780

5 51695 261110 3 3 361665 3 3 4414453 3

6 41860 151555 261110 3 3 3318903 3 101555

7 21140 181275 281830 3 3 3616103 3 71835 2172

8 231470 3 31055 71500 151280 291165 3 3 181610 211330 3

9 11250 211665 3 321220 3 3 4010003 3 41445 61110 31390 2417203

　　分析结果表明 ,处理 3、4 与处理 1、5、6、7、

9 分化率差异极显著 ,处 理 5 与处理 8 分化 率

差异极显著 ,处理 1 与处理 2、8 分化率差异显

著 ,处理 6 与处理 8 分化率差异显著 。根据平

均值大小 可得 出结 论 ,在不 附加 ZT 时 ,激 素

IBA 与 6 - BA 的最佳配比组合为 4 号处理 ,即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210 mg·L

- 1
,其

次为 3 号处理 ,即 MS + IBA110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

21212 休眠芽附加 ZT培养

表 5 五味子休眠芽附加 ZT分化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 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组间 1 2211094 8 1521637 11385 01318

组内 9911689 9 1101188

总和 2 2121783 17

　　 从表 5 可以看出 ,在附加 ZT 的情况下 ,6

- BA 和 IBA 的配比组合对五味子休眠芽的分

化率影响效果不显著 。说明因素水平间无显著

差异 ,因素的不同水平变化对分化率无显著影

响。因此 ,后续实验不予考虑 。

21213 新梢茎段未附加 ZT培养

表 6 五味子茎段未附加 ZT分化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 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组间 12 8111111 8 1 6011389 261205 01000

组内 5501000 9 611111

总和 13 3611111 17

　　 从表 6 可以看出 ,在未附加 ZT的情况下 ,

6 B 和 IB 的配比组合对五味子淅梢茎段的

分化率影响效果极显著 ,说明因素水平间存在

着极显著差异 ,因素的不同水平变化对分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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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 。为找出最佳激素配比组合方案 , 需要通过多重比较方法进行确定 (表 7) 。

表 7 五味子茎段未附加 ZT 多重比较表 (临界值 = 0101)

处理 1 2 3 4 5 6 7 8

2 3010003 3

3 51000 251000

4 5510003 3 251000 501000 3 3

5 3510003 3 51000 301000 3 3 201000

6 151000 151000 101000 4010003 3 201000

7 151000 151000 101000 4010003 3 201000 01000

8 4510003 3 151000 401000 3 3 101000 101000 3010003 3 301000 3 3

9 9010003 3 601000 3 3 851000 3 3 3510003 3 551000 3 3 7510003 3 751000 3 3 451000 3 3

　　分析结果表明 ,处 理 1 与处理 2、4、5、8、9

分化率差异极显著 ,处理 3 与处理 4、5、8、9 分

化率差异极显著 ,处理 6、7 与处理 8、9 分化率

差异极显著 。根据平均值大小可得出结论 ,激

素 IBA 与6 - BA 在不附加 ZT时的最佳配比组

合为 1 号 处理 ,即 MS+ IBA012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其 次 为 3 号 处 理 , 即 MS +

IBA110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当外植体为不带

芽鳞的休眠芽时 ,其最佳激素配比为 4 号处理 ,

即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210 mg·L

- 1
;

当外植体为新梢茎段 时 ,其最佳激素配 比为 1

号处理 ,即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二 者 的 平 均 分 化 率分 别 为 40 %和

95 %。外植体为新梢茎段的 1号处理要比不带

芽鳞的休眠芽的 4 号处理高 55 %。因此 ,确定

五味子的最佳培养基为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

3 结论

311五味子组培的最佳外植体为水培的新梢茎

段 。室内环境较室外环境优越 ,水培的嫩茎很

少受微生物侵染 ,污染率低 ;分化 率与存活 率

高 ,芽苗粗壮 ,颜色深绿 ,虽然生长慢些 ,但粗壮

挺拔 ,有利于后期的继代培养 。

312 五味子的最佳初代培养基为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即当不附 加 ZT

时 ,外植体的分化率较高 。同时试验表明 ,激素

ZT对实验结果没有影响 。

313 当外植体为不带芽 鳞的休眠芽 时 ,其最佳

激素配比为 4号处理 ,即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210 mg·L
- 1
;当外植体为新梢茎段时 ,

其最佳激素配比为 1 号处理 ,即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二者的平均分化

率分别为 40 %和 95 %。外植体为新梢茎段的1

号处理的分化率要比外植体为不带芽鳞的休眠

芽的 4 号处理的分化率高 55 %。因此 ,五味子

的最佳培养基为 MS + IBA012 mg·L - 1 + 6 -

BA115 mg·L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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