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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茎节间部组织培养及移栽技术研究 

蔡建荣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福建 龙岩 364000) 

摘 要：以普通本地大池山药的茎节为外植体，对其分别进行了不同植物生长激素、不同培养基、不同蔗糖浓 

度3个因素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附加在NAA0．5mg／L+6一BA0．5mg／L，蔗糖浓度为2％的MS培养基上再生植 

株体的形成率高，芽体数 目多，根系发达，繁殖系数较大，并对组培苗的移栽技术进行了相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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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Chinese yam)原产我国，俗称雪薯或寸金薯，主要食用其地下块茎，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及营养价值，为 

大众化的滋补食品。一般采用块茎切段分割繁殖，但由于大量种植，不仅病毒病发生严重，影响品质、产量，还容易 

发生变异、种性退化。通过组织培养技术不仅可进行快速繁殖，而且能使优良品种种性得以保存延续，本试验以山 

药的茎节问部为外植体，就再生植株的形成条件及组培苗的移栽繁殖技术等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普通山药品种一 寸金薯(雪薯)，来自福建龙岩大池镇。 

1．2 试验方法 取其幼嫩茎节间部的茎段为外植体，先将其用自来水反复冲洗后，在无菌条件下，用70％酒精消 

毒20—30s，再用2％次氯酸钠溶液消毒 l0—15min，再用无菌水漂洗3—4次，将外植体切成含有节间部大约0．6 

0．8cm长度的茎段，最后接种在附加不同浓度的生长激素 NAA、2，4一D、6一BA、KT以及相同生长激素不同浓度的 

蔗糖和不同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琼脂0．7％，pH值为5．8，培养温度25土2℃，光照强度为20001x，光照时间 16h／ 

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长激素组合对山药组织培养的影响 将外植体置入不同生长激素组合的培养基中培养，对于其愈伤 

组织大小、芽体的分化及根的形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影响。 

在添加了NAA0．5mg／L的培养基中，芽体的分化率及生根率均比添加了相同浓度的2，4一D的培养基高，培养 

30d后含NAA培养基中芽体的分化率均达到了80％ -95％，生根率也在80％左右；而含2，4一D的培养基中的生 

长情况则比较差，芽体及根系的分化数均远低于NAA组合。此外，相同NAA组合的情况下，在NAA+6一BA的组 

合中芽体的分化率最高，达到了95％，生根率也有80％，虽然愈伤组织的形成以2，4一D+6一BA组合的诱导率最 

高，但由于其较低的芽体分化率和生根率，不适合作山药节间培养的最佳培养基(结果见表1)。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山药组织培养的影响 

激素组合 

(mg／L) 

培养 垒 垒 =!= 塑墨 
数 数 率 <0．5cm 0．5~1．0cm >1．0cm 芡节数 率 

2．2 不同培养基对山药组织培养的影响 不同培养基对山药芽体和根系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影响，在相同的激素 

水平NAA0．5mg／L+6一BA0．5mg／L下，采用常用的4种培养基MS、1／2MS、white、B5培养40d，对芽体的分化及根 

系的形成比较好的有MS、1／2MS和B5培养基，其中表现最好的为Ms培养基，表2结果表明：Ms培养基的条件下， 

其抽出的芽体总数量为4l，形成总根数为72，均表现较高。同时，在试验中还发现，采用MS及1／2MS培养的l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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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间均抽出不同数量的芽体，抽出率达到了100％，而采用white培养的只有4个节间部抽出芽体，抽出率仅40％； 

但在根系的形成方面，采用B5培养基的10个节间根系形成率为100％，每个茎节间部都产生了不同数量的白色幼 

根，而且总根数也最高，但是因其较低的芽体总数，不能作为山药茎节部组织培养的最适培养基。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山药组织培养的影响 

2．3 不同蔗糖浓度对山药组织培养的影响 组织培养中，糖不仅对调节培养基的渗透压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不 

可缺少的碳源，不同的农作物对糖浓度的要求也有不同。在相同的MS培养基、相同激素水平(NAA0．5mg／L+6一 

BA0．5mg／L)光照强度及光照时间等条件下，蔗糖浓度的不同也会明显影响山药节间部组织培养的芽体及根系的 

形成。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不加糖或者糖浓度高于2％的MS培养基均不利于节间部芽体的形成，不加蔗糖或浓 

度大于4％也不适宜节间部根系的形成，适宜山药组织培养中芽体分化的蔗糖浓度为 1％和2％，分化率均为 

100％，而且分化出的芽体数也最高；对于根系形成比较有利的蔗糖浓度范围为1％ ～4％，随着浓度的提高，形成的 

根系及分化出的芽体总数不断减少。因此，在山药的组织培养中，蔗糖浓度应控制在1％～2％的范围，有仅有利于 

芽体的分化而且能促进根系的发生。 

表3 不同蔗糖浓度的 MS培养基对山药组织培养的影响 

2．4 山药组培苗的移栽 山药组培苗移栽前需炼苗，应避免过高的温度、过强的光照及过多的水分等。虽然山药 

组培苗的移栽比较容易，最初几天注意防止阳光直射，适当遮阴，防止土壤过于干燥并保持一定湿度等情况下一般 

可以成活，但是此次移栽试验表明，在相同环境下(移栽基质及比例为珍珠岩：营养土=1：2，移栽生长环境为带遮 

阳网大棚)，经过炼苗处理的组培苗成活率达到97．5％，而没有经过炼苗处理的组培苗成活率仅为57．5％，差异显 

著，因此，山药组培苗的移栽最好先经过炼苗处理，使其能更好地适应自然生长环境。 

3 小结 

试验表明，NAA0．5mg／L+6一BA0．5mg／L的激素组合及1％～2％的蔗糖浓度最适宜大池本地山药品种组织 

培养，形成的芽体数量多、根系较发达；不同的培养基对山药的组织培养效果也不同，其中以Ms培养基表现最好： 

组培苗的移栽最好先经过炼苗处理，才能更好适应自然生长环境。 

近年来，由于药食兼用的山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其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采用山药组织培养技术不仅可 

以保持原有品种种性，而且在短时间内能大量提供生产用苗，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阶段供种不足、种性退化等问 

题，对本地山药品种的生产及开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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