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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穗牛鞭草组织培养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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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扁穗牛鞭草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初代培养最佳配方为 MS+6一BA1．OH塔／L+ 

NAA0．1mg／L，芽诱导率可达 100％；继代增殖最佳增殖配方为MS+6一BA1．5mg／L+NAA0．2mg／L，增殖系数为 5．4；生 

根阶段以 1／2MS+IBA0．2mg／L为最佳的生根培养基配方，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最高；初代培养生根苗与增殖后生根培养 

苗移栽成活率都在9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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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 穗 牛鞭 草 [Hemarthria compressa (L F．) 

R Br．]是禾本科牛鞭草属多年生根茎型草本植物，为 

热带、亚热带优质饲用及水土保持草种。近年来，我国 

学者对扁穗牛鞭草野生资源分布、生态类型、生产性 

能 、适应性、抗逆性和遗传基础 。 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野生资源使扁穗牛鞭草自然结实率低、难以形 

成植物学意义上的种子，多以营养体进行繁殖，这就给 

资源收集、共享、运输、保存带来不便，营养体在运输过 

程容易发热变质、丧失活力，并且用常规异地栽培法进 

行种质资源保存不仅需要大量投入，也容易受到环境 

条件、保存年限等因素的限制，所以探寻方便、安全的 

种质资源保护、保存方法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试验采用组织培养的方法，采用外植体(茎)一 

愈伤组织一丛芽一生根培养 一完整小植株一炼苗 

一 移栽的技术线路，对不同初代、继代培养基的结 

果进行比较，分析适合扁穗牛鞭草组织培养组成，建 

立培养再生体系，探讨种质资源保护、保存的可行方 

法，为扁穗牛鞭草无性繁殖与迅速扩繁提供理论和 

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初代培养 

初代培养以‘广益’幼嫩茎为外植体。外植体 

在用自来水冲洗 30min后切成 1～1．5cm小段，用 

0．1 的升汞溶液浸泡 3min，用无菌水冲洗 5～6 

次，吸干表面水分后接种。初代培养基本培养基为 

MS附加琼脂 5g／I 、蔗糖 3 ，pH 5．8～6．0。激素 

水平如表 1进行组合。每处理每次接种 10管，设 3 

次重复。测定分化率(未污染外植体分化数／未污染 

外植体总数×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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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代培养试验因子水平 

Table 1 The table of factor and level in initial culture 

1．2 继代培养 

材料为初代培养得到的芽苗。基本培养基为 

MS附加琼脂 5g／I 、蔗糖 3 ，pH 5．8～6．0，激素 6 
一 BA(0．5 mg／L、1．5 mg／I 、2．5 mg／L)、NAA 

(0．05 mg／L、0．2 mg／L、0．5 rag／L)。每 处理 每次 

接种 9瓶，每瓶接种 1株。统计和计算增殖系数 

(30d后统计的芽苗数／接种时的芽苗数)，并观察试 

管苗质量。 

1．3 生根培养 

采用 3cm以上生长粗壮的无根试管苗。基本培 

养基为 1／2MS，分别附加 IBA(0、0．1、0．2、0．5rag／L) 

和NAA(0．1、0．2、0．5rag／L)，附加糖 20g／I ，琼脂 

5g／L，每处理每次接种 20瓶，每瓶 1株芽苗，30d观 

察并测量生根率、平均根长、平均根数。 

生根率一生根株数／接种株数×100 9／6 

平均根长一生根单苗根总长／生根单苗总根数 

平均根数：生根总数／生根株数 

1．4 炼苗与移栽 

由于牛鞭草生命力较强，生根容易，移栽易成 

活，所以将初代培养已生根的芽苗和生根培养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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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苗开瓶炼苗 3～4d，然后洗去培养基室内放置 

1d，最后移栽在消毒处理后的 20 9／6河沙+30 9，6腐熟 

锯末+5O 园土的基质。 

移栽成活率( )=30d时未死亡植株总数／移栽植株总数X 100 

1．5 数据统计 

采用 Exce1]和 SPSS for Windowsl0．0统计分 

析软件对试验观察数据资料进行数据统计、方差分 

析和差异显著性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启动培养) 

接种 5d后，各处理外植体开始出现愈伤组织， 

逐渐形成浅绿色芽点(芽原基与根原基)；15d后开 

始从不定根中心形成明显突起(芽原基)；30d后分 

化出蜷曲的芽苗。初代培养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初代培养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initial culture 

对 15d、30d的愈伤组织诱导率进行的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 3，说明 15d时 NAA与 BA浓度对诱 

导率无显著影响。30d时 6一BA对诱导率有显 

著影响(P<0．05)，而 NAA对诱导率无显著性差 

异 。 

激素浓 度对 不定 根分 化率无 显著 影响 ；在 

1 5d、30d时不定芽诱导率差异不显著 ，而在 60d 

时 NAA处理间表现 出显著不 同(P<0．05)， 

随着 NAA浓度 的升高 ，不定芽诱导率呈上升趋 

势 。 

对 30d时 6一BA处理对愈伤组织诱导率进行 

新复极差(SSR)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6一BA浓度为 

2．0 mg／L时效果最差，6一BA 1．0mg／L对愈伤组 

织诱 导 效果 最好，6一BA 0．5mg／L 与 6一 BA 

1．5mg／L差异不显著。而 NAA处理 0．1mg／I 与 

0mg／L、0．05mg／L、0．5mg／L之间差异呈极显著，当 

NAA为 0．1mg／L时芽分化率最高。综合分析，确 

定 MS+NAA1．0mg／L+BA 0．1mg／L茎诱导出芽 

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2．2 继代培养(增殖培养 ) 

将初代培养得到的 3cm左右的芽苗接种到增 

殖培养基 中，20d后统计芽苗 的增殖系数 ，结果 

几尢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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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愈伤组织 、不定根、不定芽诱导率的方差分析 

Table 3 Rate of callus induction and rooting and adventitious bud 

表 4 6--BA与 NAA对继代增殖 系数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6一 BA and NAA on 

multiplication rate of subculture 

对增殖系数进行方差分析 ，说 明 6一BA、NAA、 

6一BA+NAA处理浓度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多重比 

较结果(表 5)说明，6一BA处理间均达到极显著水 

平，6一 BA 1．5mg／L 处 理 增 殖 最 高；NAA 

0．05mg／L与 NAA 0．2mg／L间差异不 显著，与 

NAA 0．5mg／L间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低 浓度 

NAA对增殖起促进作用，过高浓度抑制芽苗增殖， 

0．2mg／L NAA为增殖的最适浓度。综上所述，增 

殖培养最佳组合为 MS+6一BA 1．5mg／L+NAA 

0．2mg／l 。 

2．3 生根培养 

采用 1／2 MS分别附加 NAA(O．1、0．2、0．5mg／l ) 

和IBA(0．1、0．2、0．5rag／L)进行生根培养，选取无 

根苗转入生根培养基 中培养。30d后统计生根情 

况。结果表明(表 6)：各处理都能诱导牛鞭草幼苗生 

根，但生根率有显著差异；低浓度处理较易生根，而 

高浓 度处 理 对生 根 有抑 制作 用。IBA 浓度 为 

0．2mg／L时生根最早 ，15d左右可形成发达的根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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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6--BA处理新复极差分析结果 

Table 5 SSR analysis of the four levels of 6一 BA 

处一 ⋯c 0(n 

表 6 不同生长调节剂对生根的影响 

Table 6 Ef~ct of different growth regulators on rooting 

2．4 炼苗与移栽 

对生根苗进行了炼苗与移栽，结果说明初代培养 

生根苗的成活率 97．s o／／，表现为植株低矮，叶片较少；而 

生根培养试管苗成活率 100 ，且植株壮，叶片多，株型 

紧凑。可见，两种生根苗移栽成活率差异不大，但植株 

表型与生长速度不同，是因为增殖生根苗较壮，而初代 

培养生根苗较弱小，造成两种植株自身营养物质积累不 

同，导致了植株表型与生长速度不同；或许由于两种苗 

来源于不同培养基，体内激素含量差异也是导致植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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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生长速度不同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结论 

以扁穗牛鞭草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初 

代培养最佳配方为 MS+6一BA 1．0mg／L+NAA 

0．1mg／L，芽诱导率可达 100 9／6；继代增殖最佳增殖 

配方为 MS+6一BA 1．5mg／L+NAA 0．2mg／L，增 

殖系数为 5．4；生根阶段以 1／2MS+IBA 0．2mg／L 

为最佳的生根培养基配方；初代培养生根苗与增殖 

后生根培养苗移栽成活率都在 97 9／6以上。 

利用组织培养体系进行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采用适当的培养基与培养条件，可以加速或者减慢材 

料的生长速度，这为种质资源的快速扩繁或长期保存 

提供了可行的办法。尤其对于营养繁殖为主的扁穗 

牛鞭草种质资源，其变异往往来 自芽的变异，通过组 

织培养可以在人工控制的生态条件下对变异芽进行 

筛选与快速扩繁，并且可以通过培养基与培养条件的 

变化诱导新的变异。所以，组织培养是种质资源保 

护、优异性状保存与扩繁、新品种(系)选育的重要手 

段，应当加强建立与健全组织培养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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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marthria compressa 

IAU Jin—ping ̈ ．ZHANG Xin—quan 

(1．College of Life Science，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737002，China； 

2．Department of Grassland，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an 625014，China) 

Abstract：The stems 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tissue culture for Hemarthria com— 

pressa．The result showed that：MS+6一BA1．0mg／L+ NAA0．1mg／L gave rise to the best result in indu— 

cing adventitious buds from explants， in which the inducement rate could be 1 00 ，and MS + 6一 

BA1．5mg／I ．1—0．2mg／I NAA was favorable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buds，in which the multiplication rate 

could be 5．44．The rooting rate could be 100％ on 1／2MS+ IBA 0．2mg／I ．Both survival rates of adven— 

titious buds and proliferation buds were higher than 97 ． 

Key words：Hemarthria compressa；Tissue culture ；Ex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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