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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萼薄荷的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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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唇萼薄荷(M．pulegium)的叶片、顶芽、茎段作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结果表明，顶芽为最适的 

外植体，最利于不定芽分化的培养基为 MS+2．0 mg／L 6-BA+0．1 mg／L NAA，丛芽增值的最佳培养基为MS+ 

2．0 mg／L 6-BA+0．05 mg／L NAA，最优的生根培养基为 1／2 MS+0．05 mg／L NAA，生根率达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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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aves，tip buds and stem segments of M．pulegium as explants were cultured in vitr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ip buds were the best explants，MS十2．0 mg／L 6一BA+0．1 mg／L NAA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dia for differentiation of adventitious shoots，MS+2．0 mg／L 6一BA+0．05 mg／L NAA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dia for differenti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adventitious shoots．1／2 MS 一0．05 

mg／L NAA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dia for rootage，and its efficiency was 1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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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为多年生宿根草本，在我国种植历史悠 

久【1]。中医学上以薄荷全草入药，其性凉、味辛，具有 

疏散风热、清理头目、理气解郁等功能，主治外感发 

热、头痛目赤、咽喉肿痛、皮肤瘾疹等症。薄荷的茎叶 

可提取薄荷油、薄荷脑、薄荷素等香料，是医药卫生、 

日用化工、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2_3_。薄荷原油 

及其产品在我国的年消耗量为 2 000 t，正常年份出 

口量约 5 000 t，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主导地 

位_4]。但目前生产上栽培的薄荷品种大多仍是 2O世 

纪 7O年代育成的老品种，退化严重，薄荷产量和原 

油质量逐年下降，直接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 

力。因此，薄荷的品种改良与更新研究成为我国发展 

薄荷生产和扩大出口创汇的迫切需要_5]。大量研究 

证明，成熟完善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解决品种退 

化和更新的有效手段之一 。]。 

唇萼薄荷(M．pulegium)系唇形科(Labiatae) 

薄荷属(Mentha)植物。除具有薄荷的一般功效外， 

作为新兴的芳香植物和地被植物逐渐被大家接受与 

重视，但对唇萼薄荷的组织培养还未见报道。本研究 

以唇萼薄荷的叶片 、顶芽、茎段为外植体，对唇萼薄 

荷离体培养条件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为唇萼薄荷 

的品种改良和快速繁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选用苗圃栽植的唇萼薄荷为试验材料，要求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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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生长健壮，多侧枝，茎段粗壮，无明显病虫害，能散 

发出强烈清凉气息。 

1．2 方 法 

1．2．1 外植体的选取 选取唇萼薄荷的顶芽、茎 

段、叶片为外植体。顶芽为主枝或侧枝顶端，长度约 

为 3 cm，带有两三片嫩叶；茎段取健壮者为佳，可留 

1～2片幼嫩小叶，茎段上端稍短、下端较长，长 2．5 

cm；叶片以幼嫩叶片为佳，大小约为 1．0 cm ，带叶 

柄。 

1．2．2 外植体消毒 外植体选取后先在流水下冲 

洗 2O～30 min，去除表面灰尘及脏物，用纱布吸干 

水分。茎段、顶芽去除叶片，切成1～2 cm的小段，每 
一

茎段至少有 1对侧芽，叶片切成 0．5 cm×0．5 cm 

大小的叶盘，然后用体积分数 7O ～75 酒精处理 

1 s，随即转入 0．1％升汞溶液(加 1～2滴吐温一80)， 

叶片消毒 5 min，茎段和顶芽消毒 7 min，无菌水冲 

洗 7遍，无菌滤纸吸干水分，备用。 

1．2．3 培养基 幼芽的诱导以MS为基本培养基， 

NAA(O．1，0．3，0．5 mg／L)；幼芽的增殖以MS为基 

本培养基，添加 2．0 mg／L 6一BA，NAA(O．05，0．1， 

0．2，0．4，0．8 mg／I )；生根培养基分别以 MS，1／2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质量浓度的NAA(0， 

0．05，0．1，0．2，0．4 mg／L)。 

培养基中蔗糖浓度为 3 (1／2 MS培养基减 

半)，琼脂浓度为 0．8 ，pH值为 5．8～6．0。 

1．2．4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24土2)C，光照强 

度 2 000 lx，每天光照 14 h。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部位外植体的分化表现 

将顶芽、茎段、叶片3种外植体分别接种于不同 

的诱芽培养基中，15 d后观察统计不同外植体的分 

化情况。表 1结果表明，唇萼薄荷的叶片接种后，随 

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切口逐渐褐化且易污染，萌芽率 

较低，而顶芽切段污染程度较小，萌芽率也相对较 

高，茎段表现介于二者之间。因此，顶芽是唇萼薄荷 

添加不同质量浓度的 6一BA(2．0，4．0，6．0 mg／L)、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较为理想的外植体。 

表 1 不同外植体在诱芽培养基上的表现 

Table 1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explants in media of induced shoots 

2．2 顶芽外植体的不定芽诱导分化 6-BA对分化的影响。从表 2可知，尽管D3培养基的 

首先，设计 3种培养基(DI，D2，D3培养基)，即 出芽时间最早，但从芽数和萌芽率来看，D1培养基 

固定培养基中NAA质量浓度为 0．1 mg／L，调节其 的效果最好，初步说明 6一BA质量浓度为 2．0 mg／L 

中的 6一BA质量浓度，4周后 比较不同质量浓度 时分化效果较好。 

表 2 顶芽在不同培养基上的诱导分化 

Table 2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ip buds in media of induced shoots 

培养基编号 
Medium 

number 

激素质量浓度／(mg·I ) 
Hormone concentration 外植体数 

Number of 

explants 

诱芽外植体数 
No+of explants 

induced 

shoots 

萌芽率／ 
Germination 

ratlo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224 

103 

150 

246 

176 

60 

31 

19 

84．8 

42．7 

63．8 

85．7 

66+3 

28．0 

11．8 

7．85 

吾l 

芽 ∞m 
出n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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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步试验的基础上，固定 6一BA质量浓度 在 2．0 mg／L 6一BA和 0．1 mg／I NAA组合的培养 

为 2．0 mg／L，调节 NAA的质量浓度，即D4，D5， 基中，愈伤组织、幼芽长势均好于其他培养基，最适 

D6，D7 4种培养基，以确定 NAA的质量浓度，同时 于芽的诱导和生长。 

设定 6-BA为 0的培养基 D8。表 2结果表明，NAA 2．3 丛芽的增殖培养 

质量浓度为 0．1 mg／L时的分化效果最好。因此，培 当幼芽长到 1．5～2．0 am时，从基部切下幼芽， 

养基MS+2．0 mg／L 6一BA+0．1 mg／I NAA是唇 接种于增殖培养基，4周后统计出芽情况，结果见表 

萼薄荷分化的最佳培养基。 3。表 3结果表明，在 6一BA为 2．0 mg／L的情况下， 

观察发现，在上述 8种培养基上，唇萼薄荷的顶 外植体增殖芽数随 NAA质量浓度升高而减少， 

芽均有不定芽分化，分化过程中首先出现致密、颗粒 NAA质量浓度越高，其对芽分化的抑制作用越大， 

状的愈伤组织，初时为绿色，随着生长时间加长有的 芽死亡率越高。在 MS+2．0 mg／L 6一BA+0．05 

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会逐渐变为褐色或黑色。激素 mg／I NAA的培养基上，幼芽增殖倍数达8．5，平均 

质量浓度配比不同，愈伤组织形成的早晚、多少和衰 芽长达 5．5 em，而在 MS+2．0 mg／L 6一BA+0．8 

亡时期亦有差别。在 6-BA或NAA质量浓度为0的 mg／L NAA培养基上，芽的增殖倍数只有4．6，平均 

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形成量很少，在含有 6一BA， 芽长为 3．5 em。因此，唇萼薄荷最佳丛芽增殖培养 

NAA的培养基中愈伤组织量多，且出现较早，尤其 基为 MS+2．0 mg／L 6一BA+0．05 mg／L NAA。 

表 3 不同培养基的增殖效果 

Table 3 Effect of multiplication in different media 

培养基编号 
Medium 
number 

激素质量浓度／(mg·i ) 
Hormone concentration 外植体数 

Number of 
explants 蕊Num器ber of Mu ltiplicati n平 

M 1 

M2 

M3 

M4 

M5 

2．4 诱导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幼芽生根的快慢及根的数量和长度差别较大。最初 

当增殖的幼芽高度达到 1．5～2 am，带有 2～4 15 d，在不含激素的 MS与 1／2 MS培养基中，幼芽 

片叶时，从基部切下幼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3周 生根的数量最多，根细长，15 d以后，根的增加速度 

后统计生根情况。由表 4可知，幼芽在各种培养基上 减慢，侧根形成极少，而在含低质量浓度 NAA的培 

均能生根，生根率达 100 9／5，但不同生根培养基中， 养基上，根增殖速度加快，且侧根和气生根较多。 

表 4 不同培养基的诱根效果 

Table 4 Effect of inducing roots in different media 

生根幼芽数 
培养基编号 基本培养基 A A， 接种幼芽数 Number 
M e

mb

diu

。

m 兰 (m g ' L -I) dsmadl m oI s in ueed， numDer U DUa n 平均根数 平均根长／cm Average Average 
number length 
of roots of roots 

M S 2．0 

l3．5 

11．0 

8．0 

7．5 

1．0 

15．5 

l2．0 

8．5 

8．0 

注：平均根数、平均根长以随机抽取的 2O个幼芽计算 

Note：The average number of roots and average length of roots are based on 2o random young buds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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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低质量浓度 NAA有利于根的长粗，在高 

质量浓度 NAA的培养基上，根明显细短。不论以 

MS还是以 1／2 MS为基本培养基，平均生根数、根 

长均随 NAA质量浓度 的增大而减少，添加 0．05 

mg／L NAA效果最佳，所以低质量浓度 NAA有利 

于根的生长。 

添加相同质量浓度 NAA情况下，1／2 MS培养 

基较 MS表现出更为明显优势，其生根快，根粗壮， 

根数也相对较多。其中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1／2 

MS+0．05 mg／L NAA。在该培养基上，5 d就有根 

生出，且根粗壮，有明显气生根，根尖呈乳白色，表面 

无根毛。 

3 讨 论 

芳香植物是一类新兴的绿化、美化植物，在欧 

美、日本、港台等地已普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既可用于食品烹饪、美容化妆等方面，而且栽种芳香 

植物还可愉悦心情，杀灭空气中的病菌，提高空气质 

量，利于身心健康。唇萼薄荷除具有传统薄荷的用途 

外，更因其具有贴地平覆生长，满坪快的特点，以及 

较好的抗旱驱虫能力和特殊的芳香，成为一种引人 

注目的地被芳香植物，在园林绿化中日益受到重视。 

本研究结果表明，唇萼薄荷不同外植体诱导的 

效果差异较大，利用顶芽可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的不 

定芽，增殖系数较高。取材于营养生长时期健壮植株 

的顶芽，离体培养的成活率高(85％以上)、分化快； 

而进入生殖生长旺盛时期的植株顶芽，成活率较低 

(60％左右)、分化慢，繁殖系数降低；从诱导愈伤组 

织到不定芽出现的时间很短(6 d左右)，故唇萼薄 

荷组织培养的变异几率较小。因此，唇萼薄荷的离体 

培养体系的建立除了能够满足园林绿化对唇萼薄荷 

幼苗的大量需求外，还可以直接用于园林苗木的生 

产 。 

传统薄荷栽培种植会出现品种的严重退化、薄 

荷产量及原油质量逐年下降等问题，组织培养是解 

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虽然目前唇萼薄荷的 

繁殖有播种、扦插等多种方法，但建立其离体培养的 

快繁系统，不但能提高繁殖系数，加快繁殖速度，还 

可为品种复壮、脱毒以及推广栽培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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