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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为明党参种质资 源保 护 。方法 :用 组培快 速繁殖 。结 果 :选出最 佳外植 体为叶片 ,适 宜形成 愈伤

组织的培养为 MS+ 2, 42D 110 mg/L + K t 110 mg /L ;适 宜芽分化培养基为 MS+ 62BA 310mg/L +NAA 012mg/L ;适

宜生根培养基为 MS+ IBA 014 mg/L或 MS+NAA 014mg/L。结论 :通过组 织培养 ,初步 建立了 明党参 的快速 繁殖

系 ,为这一珍稀濒危药用 植物 资源 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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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angium smyrnioidesWolff germ2plasm resources1M ethods: Rapid propagation was

conducted by ti ssue culture1Resul ts: The best exp lantswere leaves1The optimum cul turemedium for the induction of calluswasM S+

2, 42D 110mg/L +K t 110 mg/L; that of budwasM S+62BA 310mg/L +NAA 012mg /L; and that of root wasM S+ IBA 014mg/L or

M S+NAA 014mg/L1Conclusion: Rapid p ropagation of Changium smyrnioides is establ ished with tissue cul ture,which provides an ef2

fectiveway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 iz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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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党参 Changium smyrnioidesWolff为伞形科多

年生草本 ,根入药 ,有滋 补强 壮、润肺化痰 、平肝解

毒 、安中和胃的功效 。明党参为我国特有的单种属

植物 ,分布于浙江 、江苏 、安徽等省
〔1〕

。近年来由于

山地开垦和过度采挖 ,以及种群自身恢复能力差 ,其

分布区及种群数量呈 现明显衰退倾向
〔2、3〕

,被列为

国家三级重 点保护植物
〔4〕

。徐秀泉等曾以 明党参

嫩茎为外植 体诱导植株再生
〔5〕

。本研究以 明党参

叶和根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研究 ,旨在

为明党参种质资源的保护提供更加有效的途径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用材料于 2006年 4月份采自南京近郊 ,经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学教研室巢建国教授鉴定

为明党参 Changium smyrnioidesWolff。

外植体先用流水冲洗约 10 min,然后在超净工

作台 上 用 75%乙 醇 浸 泡 30 s, 再 用 011%升 汞

(HgCl2 )消毒 ,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6次。

111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以 MS为基 本培 养基 ,

附加不 同浓度的 激素 ,蔗糖浓 度为 310% ,琼脂 为

018%。光照强度 1000 lx,光照时间 12 h/d,培养温

度 5 ± ℃, 值 5165251 5。

112 　外植体及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选择 　将叶片

及根切 成 013 cm2 小块 ,叶 轴 、叶柄 割成 长约 015
cm,接种于不同激素组合的 MS愈伤化培养基 ,诱导

愈伤组织 。每种培养基接种 30个外植 体 ,于 30 d

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结果 。选出最佳愈伤化培养基 ,

并继代增殖培养 2～3次 ,每次相隔 20天 。

113 　不定芽诱导 　将继 代增殖培养的愈伤组织 ,

接种于附加不同激素配比的 MS分化培养 基 , 50 d

统计产生丛生芽的结果 。

114 　根诱导 　将分化产生的单芽转移至含不同生

长素的 MS、1 /2MS生根培养基 ,于 40 d统计试管苗

生根情况 。

115 　试管苗移栽 　当试管苗长出发达的根系 ,苗

高 3～4 cm时 ,打开瓶盖 , 3天后取出再生植株 ,洗

净培养基 ,直接移入搭有荫棚的试验小区内 ,每天浇

一次水 ,二周后除去荫棚 ,使其在半阴的自然条件下

生长 。

2 　结果与分析

211 　外植体与愈伤组织 　明党参的根 、叶片 、叶轴

及叶柄接种在不同激素组合的愈伤 化培养基上 , 2

周后 ,部分外植体开始膨大 ,切口处先后长出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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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伤组织 。培养 30天后 ,叶轴 、叶柄及根愈伤化能

力均较差 ,而叶片愈伤化效果较好 ,产生的愈伤组织

多为淡黄白色 ,质地较疏松 。将叶片产生的愈伤组

织继代培养 ,结果 (见表 1) : 2, 42D对愈伤组织的诱

导和 生 长非 常有 效 。当 2, 42D 浓 度为 110 ～410
mg/L , K t浓度为 015～110 mg/L时 ,嫩叶片均可诱

导出愈伤组织 ;在使用同等浓度的 2, 42D时 ,增加

Kt的浓度 ,出愈率显著增高 。2号培养基 MS +2, 42
D 110 mg /L + Kt 110 mg/L ,出愈率达 100%。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培养基
编号

2, 42D
(mg/L )

K t
(mg/L )

出愈率
% 生长状况

1 110 015 80165 + +

2 110 110 100100 + +

3 210 015 30147 +

4 210 110 67150 +

5 410 015 77178 +

6 410 110 86149 + +

　　注 : Kt:激动素 ; +:少量 ; + +:长 势较旺盛 ,浅黄色 ; + + + :大

量 ,长势旺盛 ,淡白色 ,质地较疏松

212 　愈伤组织及芽的增殖 　将愈伤组织接种到分

化培养基上 ,一周后 ,部分分化出许多致密而平滑 ,

多为淡黄绿色或乳白色的突起。两周后可见许多绿

色芽点并形成芽苗 。选择健壮的芽继代培养 ,结果

(见表 2) : 62BA 能够显著促进愈伤组织 再分 化 ,协

同使用 NAA可以促进芽的增殖 。除了 1号培养基

外 ,以 3号培养基 MS + 62BA 310 mg/L +NAA 012
mg/L出芽率最高 ,苗长势旺盛 ,继代培养后芽增殖

成试管苗数量较多 。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再分化的影响

培养基
编号

62BA
(mg/L )

NAA
(mg/L )

出芽率
%

芽生长
状况

1 015 011 0 -

2 210 011 20 +

3 310 012 80 + + +

4 015 012 10 +

5 012 013 30 +

6 310 013 50 + +

　　注 : +:生长不良 ; + + :苗娇弱 ,生长慢 ; + + +:苗长势旺盛 ,较

紧密 ; - :无

213 　试管苗生根诱导与移栽 　将高 215 cm以上

较健壮的 不定 芽转 移至 一组 生根 培养 基上 , 10 d

后 ,芽基部开始产生白色的小突起 ,然后迅速生长成

具有浓密根毛的白色根。由表 3可见 , IBA 和 NAA

均可以诱导生根 。其中 4号培养基生根比较慢 ,且

苗及根的长势不好 ,不利于移栽 ; 1号和 3号培养基

生根率较高 ,但是苗长势较瘦弱 ,移植成活率较低 ; 2

号和 5号培养基不仅生根率高 ,且苗生长健壮 ,移栽

成活率在 65%以上 。6号培养基 ,未添加任何激素 ,

虽然生根率也较高 ,但是在切口处易形成大量的愈

伤组织 ,不适合移栽 。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明党参生根的影响

培养根
编号

基本
培养基

IBA
(mg/L )

NAA
(mg/L )

生根率
%

生长
状况

1 1 /2M S 015 0 71 + +

2 MS 014 0 82 + + +

3 MS 015 0 58 +

4 MS 110 0 5 +

5 MS 0 014 80 + + +

6 MS 0 0 75 + +

　　注 : + :根较少 ,较短 ; + +:根较多 ,苗生长一般 ; + + + :苗生长

健壮 ,根数量多

3 　结论

明党参采用不同激素配比的组织培养 ,显示 :叶

片用 MS+ 2, 42D 110 mg/L + Kt 110 mg /L ,出愈率达

100%,且愈伤生长数量多 ;芽诱导增殖较适 宜的培

养基为 MS+62BA 310 mg/L +NAA 012 mg/L ;生根

的适宜培养基为 MS+ IBA 014 mg/L 或 MS+ NAA

014 mg/L ,且根的生长数量较多 ,苗生长健壮 ,移栽

易成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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