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 19卷增刊 

V01．19 

西 南 农 业 学 报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59 

山药 (Dioscorea opposite)组织培养的初步研究 

段延碧，郭华春 

(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 ：以山药带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试验结果表明： (1)用75％酒精消毒 15 S，再用 2％NaOC1 

浸泡 15～25 min为最佳的外植体消毒方法； (2)MS+6一BA 1．0 mg／L+NAA 0．2mg／L为诱导多芽体较好的培养基 

配方 ； (3)MS+NAA 0．5~1．0 ms／L对诱导生根较为适宜； (4)离体条件下获得的零余子在 MS+6-BA 0．2mg／L+ 

NAA 1．0 ms／L的培养基上平均出芽数能达4．0，且芽的长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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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issue culture ofDioscorea op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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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an~ tissue culture of cauline tip th bud of Dioscorea oppsita was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 e best 

sterilization method was to sterilized with 2％ NaOC1 for 15~20 min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75％ C’H20H for 15 S；The optimum 

medium for the induction of the multiple buds was the MS+6-BA 1．0 ms／L+NAA 0．2 ms／L； Root could be induced in the medi— 

am of MS+NAA 0．5~1．0 mg／L ；Th e average number of shoot produced by bulbfl from the in vitro culture was 4．0 by culturing in 

the medium of MS+6-BA 0．2 mg／L+NAA 1．0 mg／L ．and the buds grew w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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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 (Dioscorea opposita)是薯蓣科薯蓣属的 

攀缘性草本肉质根状块茎植物。以其块茎和零余子 

人药，有 “主治伤中，补虚赢，除寒热邪气，补中 

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聪 目明，轻身不饥延年” 

等功能 If]；除药用外，还可食用，是营养丰富的 

蔬菜，为食药双跨品种 [2]。随着医药卫生事业的 

发展，用药量不断增加，全国年需求量为 1 01313万 

kg[3]，且其产品畅销国内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 

现在山药的生产越来越受重视，但由于山药长期营 

养繁殖，造成品种退化，产量降低，某些优良品种 

几乎濒临灭绝 [4]。因此 ，改善品质 ，提高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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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优良品种迅速推广种植，已成为山药生产中 

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技 

术中的茎节培养既可达到快繁 目的，又能使优良品 

种的优良种性得以保持，这在薯蓣属的一些种中已 

有报道 [5-7]。因此 ，本试验利用 山药茎段组织培 

养，就多芽体和再生植株的形成，零余子诱导芽的 

形成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建立山药组织培养快繁 

体系，提高组织培养繁殖系数，为生产上提供大量 

优良种苗；同时为今后山药茎尖脱毒，克服种性退 

化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禄丰县勤丰镇地方山药品种。 

1．2 方法 

(1)从盆栽植株上取其幼嫩节间茎段为外植 

体 ，先将外植体用 自来水反复冲洗后 ，剪成 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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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带芽茎段，用不同消毒方法处理后 ，用无 

菌水漂洗 3-5次，接种在 MS培养基上，形成无菌 

培养体系 -8 )，并对无菌苗进行继代培养。 

(2)将无菌苗分割成 0．7cm左右的带芽茎段， 

接种在含有不同浓度 6-BA、NAA的 MS培养基 

上，观察多芽体的形成并统计结果。 

(3)将无菌苗接种在含不同浓度 6-BA、NAA 

的MS培养基上，观察根的形成并统计结果。 

(4)将离体培养获得的零余子接种在含不同 

浓度 6-BA、NAA的 MS培养基上，观察芽的形成 

并统计结果。 

以上培养条件为温度 (22~1)℃，光强 2 O00 

lx，光照时间 15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菌体系的建立 

经不同消毒处理后的外植体，接种后 1～2 d即 

可发现污染，2周左右结果基本稳定，除 17，18， 

26，27号处理外，其余均有感菌，见表 1。 

从表 1可知，处理 17，18，26，27号消毒较 

完全。但处理 26，27消毒过重，多数芽枯死，后 

期不能正常生长 ，而处理 17，18生长正常。因 

此，建立无菌体系的最好消毒方法是先用 75％酒 

精消毒 15 s，再用 2％NaOC1浸泡 15-25 min。 

接种在 MS培养基上的茎段，4～5周即可形成 

茎粗 2 mm左右，茎高 4~7 cm，具有 4-6片叶的 

组培苗，并在部分腋芽处形成零余子。 

2．2 不同激素配比诱导多芽体形成 

带芽茎段接种 1周后，大部分开始膨大、生 

长。2周后，有的茎段开始形成多芽体 ，4-5周 ， 

除对照外，茎段上均有 2个及其以上的芽形成。 

由表 2可知，在 MS培养基上加入不同浓度的 

激素 6-BA或 6-BA与 NAA的组合均使产生的芽 

数明显增多，说明激素6一BA和NAA对诱导多芽体 

影响显著。表中处理2，4，5对芽数增加的影响达 

极显著 ，但处理2，5长势较弱 ，而处理4长势较 

好。所以，诱导多芽体的最佳激素组合为6-BA 

1．0 mg／L+NAA 0．2 mg／L。 

2-3 不同激素配比对根形成的影响 

形成的多芽体在40 d左右一般无根产生 )， 

需进行诱导生根。芽接种在诱导生根的培养基上 

(见表3)，1-2周后均可长出白色幼根，5-6周后基 

本成苗。 

由表3可看出，单独使用NAA均较6一BA与NAA 

配合使用时出根数较多。处理1，2的平均根数与 

处理3，4，CK的差异较明显，长势也比CK和处理 

3，4的好。试验结果表明，NAA浓度为0．5～1．0ms／ 

L的培养基对诱导生根是较为适宜的。 

2．4 离体培养条件下零余子诱导发芽 

山药茎段在不加任何激素的MS培养基上培养5 

周左右即可在腋芽处形成零余子，但零余子上基 

本不发芽；把零余子接种在含有不同浓度NAA、 

6-BA的培养基上，2周左右即有芽产生。 

由表4得出，使用激素6一BA和NAA后，零余子 

发芽率大大提高。其中处理3的效果最为明显，且 

长势较好。所以，6-BA0．2 mg／L+NAA1．0 mg／L是 

诱导零余子发芽较理想的激素组合。 

表 1 外植体不同消毒处理 

Tablel The difference sterilization methods of the explants 

噪 浓度处理时间总数 ■ (％) (m ) (个) ～ 精 煺帅 巧 鞯拼号 

；Q ∞ ∞ ∞ ∞ 加 ∞ ∞ 加 加 O O ∞ 加 ∞ 加 m O O 

培 M 7 巧 n 6 9 4 8 4 m 8 4 4 O O 9 8 4 8 7 4 2 O O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 加 

5 5 巧 5 巧 5 巧 5 巧 5 巧 5 巧 5 巧 5 

5  5  5  5  5  5  5  5  5  
● ● ● 2 2  2  ● ● ● 2 2  2  ● ● ● 2  2 2  

巧 巧 巧 巧 巧 巧 巧 巧 如 如 如 

● 2 ， 4 6 7 9 m u B M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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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1 

2 

3 

4 

5 

O 

6一BA O．5+NAA O 

6一BA 1．O+NAA O 

6一BA 2．O+NAA O 

6一BA 1．O+NAA O．2 

6一BA 2．O+NAA O．2 

1O 

1O 

1O 

9 

14 

11 

13 

23 

27 

19 

46 

29 

1．3 

2． 

2．7 

2．1 

3．3 

2． 

+ + + 

+ + + + 

+ + 

+ 

+ + + + 

+ + 

注： “+”表示长势很弱，芽很小 ，颜色浅黄； ‘‘++”表示长势较弱，芽小，颜色淡绿； “+++”表示长势一 

般，颜色绿色； “++++”表示长势较好，颜色绿色。}表示 ct--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 ct--O．01水平上显著。 

表3 不同激素配比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Table3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 hormone proportion on inducing root 

须根。 

注： ‘‘+”表示根长势弱，细短，无须根； “++”表示长势一般，细长 ，有须根； “+++”表示根长势较好 ，粗壮，有 

表4 不同激素配比对诱导零余子发芽的影响 

Table4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 hormone proportion 011 germination of bulbil 

色。 

注： “+”表示芽长势弱，颜色浅绿； ‘‘++”表示芽长势一般 ，颜色绿色； “+++”表示芽长势较好，芽粗壮 ，颜色绿 

NAA与6一BA在诱导零余子发芽中具有一定的 

互作效应，当BA为0 mg／L时，NAA由0．5 mg／L增 

加到1．0 mg／L时，出芽数有所降低 ；当BA为0．2 

mg／L时，NAA由0．5 mg／L增加到1．0 mg／L，出芽数 

显著增加。 

2．5 试管苗的移栽 

将生好根的组培苗取出组培室，炼苗1周左右 

后 ，打开瓶盖1～2 d[引，取出苗 (不要伤根)，洗 

净琼脂后移栽到育苗基质中 ，移栽前先浇透水 ， 

移栽后浇定根水，栽好后罩上塑料薄膜，第1周 ， 

每天用小喷雾器喷1／2 MS培养液一次，1周后，揭 

去塑料薄膜 ，山药试管苗适应外界环境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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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d后成活率可达90％以上。 

3 讨论 

山药是一种利用根茎和零余子进行营养繁殖 

的作物，利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高产优质山药时 

间较长且难以奏效 [1引。且近年来，由于山药的价 

值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山药的需要量增大，种 

植面积逐年扩大。因此，运用山药组织培养技术， 

不仅在保持和恢复其优质种性方面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 [1们，而且繁殖系数高，短时间内能大量生产 

试管苗，可及时解决由于山药需求量的不断增大 

而产生的供种不足等问题，在山药的生产上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植物组织培养具有重要 

作用，6-BA和NAA两种激素共用可促进组织培养 

中根和芽的分化 [】引。通过试验得出：MS+6一BA 

1．0 mg／L+NAA 0．2 mg／L培养基较适宜山药茎段多 

芽体的诱导，形成的芽数多且长势好；诱导生根 

的较好培养基为MS+NAA 0．5-1．0 mg／L，长出的根 

健壮，适宜大田移栽；MS+6一BA 0．2 mg／L+NAA 

1．0 ms／L是诱导零余子发芽较理想的组合，其平均 

发芽数 (4．0)大于多芽体试验的平均出芽数 

(3．3)，且能在零余子上长出较多根，可提高繁殖 

系数。本试验只对山药组织培养进行了初步研究 ， 

但可为以后的进一步试验，如茎尖脱毒、优良种 

苗快繁、细胞培养和次生代谢产物的提取、植物 

种质资源的离体保存及应用等奠定基础 ；也为 

进一步利用细胞工程和基因转化系统进行品种改 

良或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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