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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生根培养因子的优选研究 

陈 菊，陈国惠 
(西南大学 农学 与生命科学学院，重庆 400716) 

摘要：以何首乌嫩茎为外植体，采用正交实验设计进行何首乌生根培齐的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影响何首乌生根 

培齐因子的作用大小为培养基>IBA>蔗糖>NAA，诱导何首乌组培苗生根的最佳培齐基为：1／2 Ms+NAA 0．2 mg／L 

+IBA 1．0 mg／L+30 g／L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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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10N 0F THE CULTURE C0NDIT10NS F0R THE ROOTING OF 

POL' () (／ ，J 尺 PLA NTLETS 

CHEN Ju．CHEN Guo—bui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College，Southwest LIniversity，Chongqing 400716．China) 

Abstract：In an experiment with the orthogonal design，young shoots()f Po1)gonum multiflorum Thunb were euhured Oll MS or 1／2 MS me— 

dium eontaining different eonf entrations of IBA，saceharose and NAA I()induce nJ【)ting‘)f the explants
． Rooting ind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meentrations of MS and 1BA，followed by saeeharose and NAA
． _rIle optimum 【·omhination of the culture eondition was 

1／2 MS + NAA 0．2 mg／L + IBA I．0 131【g／L + saecharose 30 g／I 
． 

Key words：P0t gonltm multiflorum Thunb tissue eu]ture；orthogonal design 

何首乌(Polygonum multi[ lorum Thunb．)别名首 

呜、赤 乌，为蓼科的多年生缠绕荸本植物，是常用传 

统中药，药用部位主要为块根，其主要成分有：大黄 

酚、大黄素、大 酸 、大黄素甲醚、大黄酚蒽酮 、二 苯乙 

烯= 、芪类化合物、磷脂类及淀粉类成分。现代药理 

学研究显示  ̈，何首乌具有抗衰老、抗菌、增强机体 

免疫力、抗癌等功效，营养价值高，可以用作多种美容 

保健用品的原料。 

国内外对何首乌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已 

有报道 ，但都缺乏较深人的研究，培养基的筛选 

主要凭借经验，不但繁琐而且费时，不一定能取得最 

佳效果，因此制定一个科学的实验方案是相当必要 

的．并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正交设计是多因素分 

析的有利工具，它可以很方便的从众多因素中选出主 

要影响L大J素及最佳水平组合，能用较少的实验次数获 

得较多的信息，为组织培养选择最佳培养基提供可靠 

的方法。本文利用 r正交实验的方法对何首乌的生 

根培养基进行优化选择，从而提高培养基优选的工作 

效率．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何首乌外植体采自重庆北碚西南大学教学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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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生长健壮的何首乌幼嫩枝条，用 自来水冲洗 30 

rain后剪去展开的叶片，剪取 1～1．5 cm大小的带 1 
～ 2个芽的幼嫩茎段，浸入 70％乙醇中 30～60 S，然 

后转入 0．1％升汞溶液巾灭菌 8～10 rain，无菌水冲 

洗5～6次，用无菌吸水纸吸干表面水，接入附加 6一 

BA 1．0 mg／L+NAA 0．5 mg／L的 MS培养基(糖 30 

g／L，卡拉胶4．6 g／L，pH 5．8～6．0)上，培养温度(22 

±1)℃，光照 12 h／d，光强 1 500～2 000 lx。将初代 

培养基上诱导生成的芽转接入继代培养基培养，每 

20 d继代一次，以获得优质健壮小苗，为生根实验作 

准备。 

1．2 研究方法 

将何首乌嫩茎接种于不同浓度的 MS培养基、蔗 

糖以及不同浓度的生长素配比的生根培养基 卜，每个 

因子取 3个水平。因子水平安排见表 1，采用 k(3 ) 

正交表，考察对何首乌生根率的影响，以筛选最佳生 

根培养基。30 d后统计其生根率。每种处理 10瓶， 

每瓶4株苗，共90瓶。 
表 1 1 (3 )因子水平表头设计[ ] 

Table 1 Fact0rs and levels in orlhogoal experinents I q(3 ) 

1．3 培养条件 

培养基pH值为5．8～6．0，121℃下高压灭菌20 

rain，培养室的温度控制在 (23±2)℃ ，每日光照 12 

h，光强强度 1 500～2 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统计生根率 

接种约 10 d后，切口处基本愈合，20 d左右开始 

发根，30 d后统计生根率，结果见表2。 

2．2 数据分析 

2．2．1 极差分析 

对实验结果进行极差分析，结果见表 3。 

极差分析结果(表 3)表明，因子 A(基本培养基) 

和因子 D(IBA)对实验结果影响较大，由K值大小看 

出各因子的主次顺序足：因子 A>因子 D>因子 B> 

因子 C，这表明了培养基中无机盐浓度对何首乌牛根 

有重要影响，以 1／2 MS为最佳，IBA的影响较 NAA 

大，蔗糖的影响最小。为了进一步反映各因子之问的 

差异，以便寻求最佳水平，采用方差分析进行 更进 
一 步的精确分析(见表4)。 

表2 生根培养基的配方正交表及生根情况 

Fable 2 Freatments an(1 statistics ot nrthogonal experiment 

注：表L}1的 A，B，C，I)分别代表不问的 MS 养基、NAA、蔗精和 

IBA，F川 ． 

Note：The letters A，B，C，D in the table represent different MS medi— 

unl，NAA，Sa(·enarose and IBA．Respectively．The same below 

表3 L (3 )极差分析 

Table 3 Fhe analylieal results ot LSR 

注：小写字母为n=0．05 著水平，大写字母为n=0．O1极显著 

水平。 

Note：The small letters stand for significantly differenees at 0．05 level， 

and the capital letters stand fi>r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diflerm~ees at 0．OI 

leve1． 

2．2．2 方差分析 

对表2的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见表 4) 由表 4 

知，因子 A(基本培养基)和凶子 D(IBA)作用极显 

著，因子 B(NAA)和因子 C(蔗糖)作用不显著 。 

表4 何首乌试管苗生根率的方差分析表 

F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t eoneerlling to Po1)[~onumⅢultif lorum 

l'hunb rooling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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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因子 A，D都达到极显著水平，而 B，c 

效应均为不显著水平。对A，D因子进一步进行Dun— 

call，s多重比较(表 3)，结果显示 A ，A 与 A 差异显 

著，A。与A 差异显著，故取 A ，即 1／2 MS；I) ，D 与 

D 达极显著水平，D 与 D 差异不显著，结合实际情 

况，D 水平下的生根率高与 D 水平的，故取 D 。 

2．3 筛选生根培养基 

由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得出的生根培养基组合 

是 A，B，C，【) ，即 1／2 MS，NAA 0．5 mg／L，蔗 糖 

30 L，IBA 1．0 mg／L，但未在本实验 中反映出来。 

而本实验的实际最优组合是 A B。C D ，即最佳培养 

基为1／2 MS，NAA 0．2 mg／L，蔗糖 30 g／I ，IBA 1．0 

mg／L，生根率达 91．7％，平均发根条数为 6条 (表 

2) 这正体现了正交实验的优点，虽然不可能包含 

所有处理组合，但仍可选择较好的处理组合。 

3 讨 论 

本实验采用正交实验分别选取不同的影响因子 

进行实验，筛选出诱导何首乌生根培养的最佳培养基 

为：1／2 MS+NAA 0．2 mg／L+[BA 1．0 mg／L+蔗糖 

30 g／L，生根率达 91．7％，平均发根条数为 6条(表 

2)。实验结果说明，正交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在组织培养应用上的优越性，能大量减少实验次数， 

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本研究若进行 

全部实验，必须采用 33=27种配方，而正交实验只需 

做9种，较少次数的正交实验大体能反映全部组合实 

验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组织培养：[作效率 

与准确性。 

不定根的形成是组织培养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 

环节，它直接影响到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高低，关系 

到组织培养成败。有实验发现 。 ，降低无机盐浓度 

有利于生根且发根多。在本实验中也发现采用 1／2 

MS培养基的生根率普遍高于MS培养基，但采用 1／4 

MS培养基的生根率却不及 1／2 MS培养基高，显示 

无机盐浓度过低不一定有利于何首乌生根 组培苗 

的生根是一个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除了受试管苗本 

身生理生化状态，基本培养基，生长调节物质影响外 

还与外部因素如光照、温度、PH等有关。有研究发现 

(胡霓l云)，把毛樱桃新梢接入附加 NAA 0．1 mol／L 

的 1／2 MS培养基中，经 12 d暗培养后发现经暗处理 

的生根率比不进行黑暗处理的提高 2％，而且根出现 

的时问较对照提前2 d。本实验仅研究了培养基的筛 

选，而对光照和温度的影响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在以 

后的实验中尚需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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