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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马齿苋的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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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假马齿苋[Bacoba monnieri(L．) 

Wettst．1，又名白花猪母菜、白线草、蛇鳞菜。 

2材料类别 茎尖。 

3培养条件 启动脱分化培养基：(1)1／2MS+6-BA 1．0 

mg．L。(单位下同)+NAA 0．1+3．0％蔗糖。增殖培 

养基：(2)MS+6一BA 1．0+NAA 0．1+3．0％蔗糖；(3) 

MS+6-BA 0_5+NAA O．1+3．0％蔗糖：(4)MS+6-BA 0．25+ 

NAA 0．1+3．0％蔗糖。生根培养基：(5)1／2MS+NAA 

0．1+2％蔗糖。以上培养基均配制成液体，pH 5．8， 

倒入三角瓶中成为浅层，常规高压灭菌，作静置培 

养用。光照强度为 5O一60 gmo1．m-2．s～，光照时间 

10 h．d。；培养温度为(25+1)℃。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冬春季节田问栽培的假马 

齿苋植株，移栽到小花盆中，在室内种植，浇水时注 

意不要弄湿茎尖部分，以减少带菌程度。3~4周后， 

取其约 1 cm长茎尖，在超净工作台内用75％酒精 

消毒 15 S，再置于0．1％的HgC1，中消毒 10 min，用 

无菌水冲洗 5~6遍。然后接入培养基(1)上。培养 

基(1)液体量要少，以外植体有部分露出液面为宜。 

4．2 芽的诱导 外植体在培养基(1)上 2周后，开始 

愈伤化，然后进一步分化而形成有密集芽点的芽团， 

出愈率及分化率均为 100％；其中有些芽点可继续 

生长，4周后最高可达 1 cm 左右。 

4．3试管苗的增殖 30 d后，将诱导所得芽团，接种 

在培养基(2)一(4)上，2周后均形成新的丛生芽，其 

在培养基(2)中芽密集，形态畸形，无法计数，将其 

移至培养基(4)中能恢复正常形态；在培养基(3)中芽 

点能进一步分化，其中长度 1 cm以上的芽平均达 

7—8个，其余为幼小的芽体；在培养基(4)中芽生长 

迅速，可形成 2~4 cm长的芽，数量可达 1O个以上， 

部分芽的基部同时可长出 1～2 cm长的白色根系 

3—5条，在液体中及露出液面生长。以后每隔 

25 30 d继代 1次，交替使用培养基(3)或(4)，以控 

制其增殖及生长速度。当幼苗长至 2—4 cm、带 

有 6 8个叶片时，将其沿茎基部剪断，接入培养基 

(5)中，进行生根培养。 

4．4生根与移栽 试管苗在培养基(5)上培养 15 d左 

右，从小苗基部切口处产生3 5条根，根长达2 

cm，生根率 100％。这些苗以及增殖过程中生根的 

苗可进行移栽。幼苗成活容易。由于采用液体培 

养，省去了洗根过程。移栽时，先打开瓶塞，倒出 

试管苗，置于塑料筛上，采用全自动间歇喷雾装置 

保湿 l周，然后移入素沙土中，移栽后7d内注意遮 

荫。控制温度在25℃左右，湿度在 85％左右。3 

周后，成活率 100％。 

5意义与进展 假马齿苋为玄参科假马齿苋属水生 

或湿地植物，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具有 

提高记忆、镇静、抗癫痫和抗炎、镇痛、退烧、 

强心等生物活性，功效清热凉血；解毒消肿，其主要 

化学成分为三萜皂苷类化合物(黄云秀和阳明福 

2006)。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假马齿苋对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等均有作用，是一种有开 

发潜力的药用植物(张嫡群等 2007)。繁殖假马齿 

苋主要靠扦插，但扦插材料也是药用部分，造成资 

源利用率不高，总产量受到限制。用组织培养方法 

繁殖，可在短时问内生产大量的种苗。我们正准备 

推向产业化生产，以解决问题。假马齿苋的组织培 

养 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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