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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 物 名称 大半 边 旗 (P t e r i s d i s s i t if o l i a B a k ． ) ， 又

名 疏 羽 半 边 旗 。

2 材料 类 别 成 熟 孢 子 。

3 培养条件 ( 1 )孢 子 萌发培养 基 ： I ／2 M S 大量 元 素 +

1 0 g
． L

。
蔗糖；(2 )原 叶体增 殖 培养基 ： 1／2 M S 大量 元

素 + N A A 0 ． 5 m g
． L

。

(单位 下 同)+6 一 B A 0 ． 5 + 3 0 g
． L

- 0

蔗糖 ；( 3 ) 愈伤 组 织 诱 导 培养 基 ： 1 ／2 M S + 2 ，4 一 D l +

6 - B A 0 ． 5 + 1 0 g
． L

。
蔗糖 ；(4 )孢 子 体诱 导培养基 ： 1 12

M S 大 量 元 素 + G A 3 0 ． 1 + 3 0 g
． L

。
蔗 糖 。 所 用 培 养

基 均 添 加 7 g
． L

。
琼脂 ， p H 6 ． 5 。 培 养温 度 为(2 5 ~ 2 )

℃ ， 日光灯 光源 ， 光 照 强度为 3 0 , - 4 0 “m o l � m
- 2

． S
～

， 光

照 时 间 为 1 2 h ． d
一

。

4 生 长 与分 化情 况

4 ． 1 无 菌 材 料 的 获 得 取 孢 子 用 滤 纸 包 成 2 c m x 2

c m 大 小 。 置 于 无 菌 水 泡 2 h 后放 入 7 5 ％ 酒 精 中 3 0

S ， 用 无 菌 水 洗 1 遍 ， 用 5 ％ N a C l 0 溶液浸 泡 1 5 m i n ，

再 用 无 菌水 冲 洗 3 遍 ， 然 后 接 种 到培养基 ( 1 )上 。

4 ．2 孢 子 萌发 及 发 育 接种 7 d 取 培养基 ( 1 ) 中材料

制 临时装 片在 显 微镜 下 观 察 到孢 子 开 始 萌发 ， 1 1 d

左 右 长 成 2 0 个 细 胞 的丝 状 体 ， 1 5 d 左 右 开 始 出现

片 状 体 ； 丝 状 体 和 片 状 体 均 有 分 支 的现 象 。 2 0 d

左 右 把 肉眼 可 看 到 的 片 状 体
一

部 分 转 移 到 培 养 基

( 2 ) 中 。

4 ．3 原 叶体增 殖 和 愈伤 组 织 的诱 导 在 培养基 ( 1 ) 中

接 种后 8 周 左 右 出现 成 熟 原叶体 ， 成 熟原 叶体 上 有

许 多精 子 器 和 颈 卵器 形 成 。 成 熟 原 叶体在 培 养 基

( 1 ) 上 继 续 生 长 ， 并 增 殖 成 绣 球 状 的 绿 色 体 原 叶体

( 图 1 ) ，
4 个 月 后 也 没 有孢 子 体产 生 ， 有 些 原 叶体在

基 部 形 成 淡黄 色 的愈伤 组 织 。 从 培养基 ( 1 ) 中转移

到培 养基 (2 ) 的片状 体 最 后 也 发 育成 绣 球状 的绿 色

原 叶体 。 原叶体在外观 看和 培养基 ( 1 ) 中发育 的原

叶体几 乎无 差 别 ， 但 镜 检 只 有极 少 数 的精子 器 和 颈

卵器 形 成 。 培养 4 个 月 也 没 发 现 有 孢 子 体 或 愈伤

图 1 大 半 边旗 孢 子 萌发后 增殖 的绿 色 原 叶体

组 织 产 生 。 将培 养基 ( 1 ) 中成 熟 的绿 色 原 叶体 切 割

并接 种到培养 基 (3 ) ， 4 周 左 右 原 叶体碎块 逐 渐 变 成

黄 绿 色 的 愈 伤 组 织 ( 图 2 ) 。

图 2 大半边 旗 的愈伤 组 织

4 ．4 孢 子 体 的诱导 将培养基 (3 ) 中形 成 的愈伤 组 织

切割成 小块接种 到培养基 (4 )上 ， 约 7 d 即 可 看 到每

小块 陆 续有 3 。 5 个孢 子 体 长 出( 图 3 ) 。

4 ．5 移栽 培养瓶 里 的孢 子 体长 到 4 c m 左 右 高和 根

系 长 到 3 c m 左 右 长 时 ， 打 开 瓶 盖 加 入 少许水 ， 2 d

后 取 出苗 ， 洗净 根 上 的琼脂 ， 移 入 事先 喷 洒 过 0 ． 2 ％

收 稿 2 0 0 8 ． 0 4 ． 2 5 修 定 2 0 0 8 ． 0 5 ． 1 9

资助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博 士 启 动 基 金 和 人 才 引进 基 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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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 半 边 旗 愈伤 组 织 诱 导 的孢 子 体

农药 达 克宁 的腐殖 土 ：珍珠岩 ：园土 (2 ：1 ：1 ) 的苗床 中，

浇 透 水 ， 适 当遮 荫保湿 度 。 成 活 率 可 以达 到 7 0 ％

以 上 。

5 意 义 与进 展 大 半边 旗 隶属 风 尾 蕨科 凤 尾 蕨 属 ，

产 于 云 南南部 、 广 东 、 海 南等地 。 植株高 1 ~ 1 ． 5 m ，

叶簇 生 ， 羽 状 复 叶 ， 叶柄 栗 色 至 深 棕 色 ， 叶 面 翠 绿

色 ， 叶形特 别 ， 和 许 多凤 尾 蕨科 植物
一

样 ， 姿态 非 常

优 美， 极 显 素雅 ， 为 园林绿化优 良品种 ；其 叶片亦 可

作插 花 用 ， 具 有较 高商 业 开 发潜 质 。 此 外 ， 大 半边

旗 还 具 有 药 用 价 值 ， 具 有 生 肌 、 止 血 、 止 痢 等 功

效 ， 用 于 外伤 出血 和 防 治痢疾 等 。 尤其 近 年 从 凤 尾

蕨属 半边 旗 (P ． s e m ip i n n a t a L ． ) 中发现 高 效低 毒 二

萜类 化 合 物 的抗 肿 瘤 成 分 (李 金 华等 1 9 9 9 )， 更 加 引

人 注 视 。 萜 类 成 分 在 凤 尾 蕨 科植物 中普 遍 存在 ， 经

粗 略 统 计 ， 自 2 0 世 纪 中后 期 开 始 ， 先 后 从本科 近 2 0

种植物 中分离得 到 了包 括 倍 半萜和 二 萜在 内的近 百

种 萜类 成 分 ( 秦 波和 朱 大 元 2 0 0 4 ) 。 按 照
“

亲缘 关

系靠 近 的植物具有相似 的化 学 成 分
”

开 发药用 植物

资源 的原则 ， 研 究大半边 旗 似 乎有
一

定 的意 义 。 蕨

类 植 物 常 用 营养 器 官 进 行 组 织 培 养 (彭 晓 明和 曾宋

君 2 0 0 4 ；曾宋 君 等 2 0 0 5 )或用孢 子 组 织 培 养 ( 罗 顺 元

和 王 任 翔 2 0 0 7 ) 。 但 用 大 半边 旗孢 子 进 行 组 织 培养

获得 原 叶体 愈 伤 组 织 再 诱 导孢 子 体 的报 道 未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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