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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松草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 

王连翠，魏东(临沂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山东临沂2760o5) 

摘要 通过对唐松草的组织培养，研究了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芽的诱导分化和增殖的影响以及驯化移栽时基质对于成活率的 
影响。结果表明：诱导愈伤组织的适宜培养基为 Ms+1．0 L 6-BA+0．5 meCL 2，4-D；诱导芽分化的适宜培养基为MS+2．0哗l几6-BA 

+0．2ms／LNAA；适宜继代培养基为Ms+1．0m异，L6-BA+0．2fng，LNAA；适宜生根培养基为 l／2MS+0．5mg／LNAA。同时还表明，炼苗时 
选用珍珠岩与蛭石以1：1的比例混合的基质的成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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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the influenee of several factors on mieropropagation of刀 trum aquilegifolia was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ropriate media for the callus induction was MS+1．0 mg／L 6-BA+0．5 mg／L 2，4-D，buds differentiation and subculture medium was 

MS+2．0 ms／L 6-BA+0．2 ms／L NAA，MS+1．0 ms／L 6-BA+0．2mg／L NAA，respectively；the best medium for initiation and growth was l／2 MS 

+0．5 ms／L NAA．The plantlets were transplanted to perlite and vermiculite(1：1)where the plant grew well，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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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松草 (Thalictrum aquilegifolia L var sibiricum Regel et 

Tiling)为毛莨科多年生植物，又名黑汉子腿。每百克唐松草 

鲜嫩茎含水分 72 g，蛋白质 5．8 g，粗纤维 1．4 g，胡萝 卜素 

6．12 mg，维生素 B2 0．53 nag，维生素C 235 mg。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食物保健 ，野生蔬菜现已成为 

既廉价又营养的美食，而唐松草也是其中之一。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供试材料来自临沂地区的塔山植物区。 

1．2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诱导愈伤组织的培 

养基 ：MS+0．5、1．0、1．5 mg／L 6-BA+0．1、0．5、1．0 mg／L 2，4．D； 

诱导芽分化的培养基：MS+0．5、1．0、2．0 mg／L 6_BA+0．2 mg／L 

NAA；继代培养基与诱导芽分化的培养基相同；生根培养 

基 ：112MS+1．0mg／LNAA，1／2M n5mg／LNAA，1／2MS。以上 

培养基都加入蔗糖 30g／L，琼脂 7 g／L。培养温度(25+2)oC， 

光照2 0oo lx，光照时间 12 h／d，DH值5．8。 

1．3 方法 

1．3．1 愈伤组织的诱导培养。从健壮植株上剪取约 5 cm长 

的带腋芽茎段，去掉叶，先用自来水冲洗 10 min，再用洗衣 

粉溶液浸泡 15 min，不断振荡，并用软毛刷轻洗表面，再用 

清水冲洗干净。在无菌条件下，先用 70％酒精浸泡30 s，然 

后用无菌水冲洗 2次，用 0．1％升汞溶液浸泡 5～7 min，不断 

振荡，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3～5次，最后将其放在灭菌纸上吸 

干，切成每个节间 0．5 cm的带芽茎段，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上。每种培养基上接种 6瓶，每瓶接种 5个茎段。 

1．3．2 芽的诱导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愈伤组织生长良好 

的茎段移到诱导芽分化的培养基上。每 3 d观察、记录生长 

情况，20d后统计。 

1．3．3 继代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丛生的不定芽剪成含有 

2个芽的小块，分别接种到继代培养基上，每种培养基接种 

5瓶，每瓶 3块材料，当小苗长到 3 cm左右统计。 

1．3．4 生根培养。剪继代培养小苗3 Cna，接种到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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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每种培养基上接种 10个小苗，30 d后统计生根率。 

1．3．5 驯化移栽。生根培养 20～25 d后 ，苗高约 3～5 cm，叶 

色嫩绿，并生有 3～5条长 1．0 cm以上根时，打开瓶盖炼苗7 d 

左右，进行移栽。供试基质：砂土，田园土，腐殖土，珍珠岩、 

蛭石。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唐松草愈伤组织的影响 表 1表明， 

接种 20 d后 ，虽然各培养基上都出现了愈伤组织。但其诱 

导效果有明显的差别 ，其中 MS+I．0 mg／L 6-BA+1．0 mg／L 

2，4_D和MS+I．0 mg／L 6-BA+0．5 mg／L 2，4-D都有较高的诱 

导率 ，但从后期的生长情况来看，MS+I．0 mgCL 6-BA+0．5 

mgCL 2，4_D更适合诱导愈伤组织。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唐松草愈伤组织的影响 

注：接种数均为3O块。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唐松草芽分化诱导和增殖的影响 表 

2表明，大部分培养基都能诱导芽分化，其中以MS+2．0 mg／L 

6_BA+0．2 mg／LNAA培养基最好。同时，将已经分化的芽再 

接种到同样的培养基上，发现在 MS+1．0 m扎 6_BA+0．2 mg／L 

NAA培养基上芽增殖效果最好。这说明高浓度细胞分裂素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分化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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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浓度生长素的配比有利于对芽的诱导；而适中浓度的 

6-BA与低浓度的 NAA搭配更适宜于芽的增殖生长。 

2-3 不同激素配比对唐松草生根培养的影响 观察发现， 

30 d后小苗在 3种培养基上都能生根；但从生根率、平均根 

数 、平均根长和根的生长情况来看，．以 1／2 MS+0．5 ms／L 

NAA为最适宜的培养基。 

2．4 不同基质对炼苗成活率的影响 图 1表明，珍珠岩与 

蛭石以 1：1的比例混合来炼苗的成活率最高，可达 85％，而 

且生长旺盛；其次是田园土 65％，腐殖土 43％，成活率最低 

的是沙土。 

3 讨论 

(1)以唐松草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培养，诱导愈伤 

组织的适宜培养基为 MS+I．0 ms／L 6-BA+0．5 ms／L 2，4-D；而 

对于芽的诱导分化和增殖来说，最适宜培养基是 MS+2．0 ms／ 

L 6-BA+0 2 ms／L NAA和 MS+1．0 ms／L 6-BA+0．2 ms／L 

NAA。这说明激素浓度的搭配是决定植物生长 、器官发育的 
一 个关键因素。 

(2)在炼苗移栽时，选土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研究 

表明，应该选择比例为 1：1的珍珠岩和蛭石。这是因为与其 

他基质相比，珍珠岩和蛭石的混合更能保水保肥，透水通 

气，还易于灭菌消毒。但是，该比例并不适宜于所有植物，而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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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但若保护地管理不当，仍会诱发病害发生，造成损失。 

4．1 枯萎病 枯萎病局部侵染会造成全株受害。发病后， 

病株根部褐色坏死，茎基部维管柬褐色，地上部呈现缺水状 

萎蔫。病菌在土壤中越冬存活，通过灌溉水和施用土杂肥等 

途径传播。病菌从植株根部或茎基部伤口侵入，经薄壁细胞 

进入维管束，分泌毒素破坏寄主组织，堵塞导管，使维管组 

织失去疏导功能而表现萎蔫症状。通常，土温高、潮湿易导 

致病害发生。地下害虫和线虫容易造成根部伤口而诱发病 

害；施用未经腐熟的土杂肥也能诱发枯萎病发生。 

病棚或病田实行轮作，有条件最好与葱蒜类轮作 3～5 

年。育苗时用 40％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喷淋营养 

土，充分拌匀，避免使用未腐熟的土杂肥。棚内一旦发现病 

株要及时清除，并妥善处理，病穴及附近要及时喷施三唑酮 

杀菌剂，以防病害扩散蔓延。 

4．2 炭疽病 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多从叶尖或叶缘开始， 

呈半圆形或楔状 ，自上而下 、自外而内扩展，叶面病斑呈圆 

形或近圆形，淡褐色，边缘褐色，同心轮纹不太清晰。潮湿 

摹 

辞  

地 

时间∥d 

图 1 不同基质对炼苗成活率的影响 

应该根据植物所需的微环境来定(如 DH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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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病斑出现朱红色针头大小的小粒点(分生孢子盘和分生 

孢子)。炭疽病菌在土壤中越冬，第 2年温度、湿度条件适宜 

时形成分生孢子，通过水滴溅射而传播。炭疽病菌从寄主伤 

口侵入致病。棚内温暖、多湿利于该病的发生、发展，通风不 

良、湿度大、偏施氮肥容易诱发炭疽病的发生。 

防治炭疽病，应加强肥水管理。适度浇水，保持畦面干 

湿适宜，增强根系活力；注重配方施肥，适时追肥和加强叶 

面施肥，促进植株早生快发，稳生 、稳长，加强通风透光，增 

强抗病力。结合管理，摘除病叶，并集中处理以减少菌源。发 

病初期，及时喷药防治，用 40％三唑酮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5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或50％ 

复方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连喷 3次，每次间隔 7～ 

10 d，前密后疏，交替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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