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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的组织培养及快繁体系的建立 

安永辉，郭昶，孙振雷，魏健 (长春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摘要 [目的]建立人参的快繁体系。[方法]应用Ms培养基添加激素培养法，对人参的茎尖、根尖和幼芽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并进行芽 
分化、芽的继代增殖和生根培养。[结果]结果表明，对诱导芽分化较好的培养基是 BA与NAA的组合，最佳培养基激素浓度是Ms+BA 

2．0 mg／L+NAA 0．5 mg／L。愈伤组织诱导仅 出现在 Ms+BA 1．0~e,／L+2， D 2．0 mg／L和 MS+KT0．2 ms／L+2，4_D 1．0 mg／L的培乔墨 

中．但这两种培养基对芽没有诱导。以MS +BA2．0ms／L+NAA0．5 nw'L的培养基，其继代培养效果较好。[结论]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 

殖人参，可有效去除病毒，增加繁殖数 ，确保遗传性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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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ss眦 Q|llure and Estab~ t of Rap蠡d Prolmgation Syaem ofGinseng 

AN Yong-hui et al (Adult FMucation College，Chug 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32) 

Abstract [Objective]The research aimedto establish rapid propagation system ofGinseng．[Method]The stem point，the rootpoint andthe bud of gin— 

seng were carryed on callus induction．and studying the bud differentiation，bud subeulture proliferation and rcot~ culture with t|le 1ⅥS culture medium 

added hormone．[Result]The resuhs indicated that culture medium of h~,ring better inducing bud differentiation was a combination of nl~Uln BA and 
N从 ．but the optimal eoncentration of culture in(~tlnl was MS+BA 2．0,w／L+N从 O．5 mg／L．Callus induction only apr,e~ in +BA 1．0 

n-e_／L+2，4-D 2．0mg／L andMls+KT0．2mW'L+2，4-D1．0 n Lof d1e cu】hiremedium ，butthey had noany actitmtoinck~ction ofbud．fn】e effect of 

subculture in Ms+BA 2．0 mg／L+NAA 0．5 ng／L of the culture n'llNllum was better．1Conclusion』Us tissue culture rapid propagation of ginseng， 
"

,daich caIl effectively l'enlo've the virus．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opagation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genetic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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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系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离瓣花亚纲五加科，多 

年生草木，生长于密林，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河北北 

部深山中。主根肥大，花期 6～7月，果期 7～9月，其根茎(人 

参芦)、根茎上的不定根(人参条)、细枝根与须根(人参须)、 

叶(人参叶)、花(人参花)和果实(人参子)均可人药。人参可 

分为野山参和园参两种。人参主要含 10多种人参皂甙，以 

及人参快醇、 榄香烯、糖类、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等。 

我国是人参的发源地，早在2 000多年前，就发现并利用 

人参防治疾病。我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称，人参 

“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 

智，久服轻身延年”。之后，在《明医别录》、《伤寒论》、《唐本 

草》以及《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中都有详细的记述。我国科 

学工作者在人参栽培、加工、化学、药理及临床等方面也做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人参地上部分(茎、叶、花、果)的 

化学和药理机理做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为开发和利用人参 

地上部分奠定了科学基础。在人参药理研究方面，我国学者 

首先报告了人参多糖的生物活性，系统地研究了人参多糖和 

人参皂甙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这些研究工作不但为人参的 

临床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且也为阐述中医“扶正固本”理 

论做出了贡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取原始材料的茎尖、根尖和叶芽切下，经杀菌处 

理后接种在培养基上，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后形成愈伤组织 ， 

产生不定芽。该试验所选用的人参是长白山地区的鲜高 

丽参。 

1．2 方法 

1．2．1 培养基的配比。有 10种培养基配比，分别为：①0；② 

BA 1．0 mg／L+NAA 2．0 mg／L；⑧ BA 1．0 mg／L+2，4-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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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④BA 1．5 mg／L+NAA 0．5 mg／L；⑤BA 2．0 mg／L+NAA 

2．0 rag／L；⑥BA 2．0 mg／L+NAA 0．5 me／L；(z)BA 2．0 ms／L+ 

NAA 1．0 rag／L；⑧KT 0．2Ⅱ L+2， D 1．0 ms／L；⑨KT 2．0 

mg／L+NAA0．5mg／L；⑩KT2．0mg／L+NAA 1．0mg／L。10种 

培养基中都添加了基础培养基。 

1．2．2 外植体消毒。外植体消毒 J是指为了消毒病毒、保 

证组织培养顺利进行、获得无菌材料的方法，主要使用药剂 

表面消毒。使用的药剂种类、浓度和处理时间因不同材料对 

药剂的敏感性而异。通常要求消毒剂既要有良好的作用，又 

要易被蒸馏水冲洗干净或易自行分解，且不会损伤材料影响 

植株生长。组织培养常用的消毒剂有漂白粉(1％ 一10％的 

滤液)、次氯酸钠(0．5％ 10．O％)、升汞(0．1％～10．0％)、酒 

精(75％)和双氧水(3％一10％)等。 

取人参外植体的茎尖、根尖和叶芽，先用自来水流水冲 

洗2～3次，用滤纸吸干水分，然后将材料转入到高压消毒的 

烧杯中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75％酒精浸泡杀菌30 s，去除酒 

精 ，用无菌水漂洗 3～4次，迅速加入 0．1％升汞液(可加入适 

量的吐温)浸泡杀菌 8～10 min，浸泡过程中经常摇动烧杯。 

倒掉升汞液，用无菌水冲洗 4～5次，最后用无菌水浸泡 

备用。 

1．2．3 愈伤组织诱导及芽分化。将外植体切成3—5 mm见 

方的小块，接种到培养基中，每瓶接种 3块，每处理 1次外植 

体接种 10～12瓶，光照下培养(每天 12 h，2 000 1)【)，培养温度 

(25±2)℃[ 。 

1．2．4 芽的继代增殖。采用 Ms+BA 2．0 mg／L+NAA 0．5 

mg／L培养基 ，每瓶接种 1个芽，25—30 d后将诱导的丛生 

芽分离，将其中生长健壮、长势良好的人参小苗转接至生根 

培养基，其余的单芽再进行继代培养。 

1．2．5 生根培养。将苗高2．5 3．5 cm、具2～3片叶的单株 

转接到生根培养基 1／2 MS+l 0．1 mg／L+BA 0．1 ms／L+ 

NAA 1．0 mg／L+活性炭 中，在温度(25±2)℃，光照度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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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照时间每天 12 h的条件下进行培养。 

1．2．6 继代培养。培养物经一段时间培养后，为防止细胞 

团的老化或培养基养分用完而造成营养不良及代谢物积累 

毒害等的影响，应及时将其转移至新鲜培养基，进行继代培 

养，以使培养物顺利的增殖、生长及分化，长成完整的植株。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的激素处理对人参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分化的影响 

试验中发现，两种培养基在诱导形成愈伤组织的时间上都 

较晚，③号培养基初见愈伤组织是在接种后第 25天，⑧号培 

养基稍早但也是在接种后第 2o天。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及芽分化诱导的影响 

bIe 1 Effects ofdiffert~t hormone eombinalions onthe di船 a on andinduction 0f caUi andhods 

由表 1可知，对诱导芽分化较好的培养基是 BA与 NAA 

的组合(⑤⑥⑦)，②号与⑨号培养基也有较好的出芽诱导 

率，其他培养基上的芽诱导率与对照相比差异不大。 

2．2 芽的继代增殖培养 单芽接种到继代增殖培养基后第 

8天，即可见长出新的丛芽，15 d时丛生芽平均个数为 5个， 

28 d时丛生芽平均个数增加到7个，继代增殖周期为25～30 

d，增殖倍数为6～7倍。 

3 结论与讨论 

一 旦人参侵染病毒，代代相传，体内不断积累，严重影响 

植株的生育，而人参长期的营养繁殖使病毒危害严重。采用 

组织培养快速繁殖人参，可有效去除病毒，增加繁殖数，确保 

遗传性状的稳定。 

该研究主要对人参的茎尖分生组织快速繁殖培养并对 

快速繁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选择茎尖、根尖、叶芽 

作为外植体，丛生芽的分化率高。试验结果表明，愈伤组织 

诱导仅出现在2，4．D的③号和⑧号培养基中，但这两种培养 

基对芽的诱导率却很低甚至没有诱导，NAA对诱导愈伤组织 

没有效果。培养基中以 MS+ BA 2．0 mg／L+NAA 0．5 m L 

继代培养效果较好。选择适宜的培养温度(25℃)，延长光照 

时间，可以较好地促进组织培养中玻璃苗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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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较强的可能性。为此，该研究进一步 比较了野生型与突变 

体中活性氧清除系统的差别，证明了叶绿素 b突变体叶片中 

活性氧清除系统能更加有效地清除光氧化等产生的活性氧， 

从而减轻强光对光合膜的伤害。因此，突变体较野生型 ROS 

含量低是吸收光能较少与 ROS清除酶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 

突变体PSI具有较高稳定性，耐光抑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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