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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党参组织培养研究 

胡方方，李宗芸 ，黄淑峰 (徐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 采用正交设计方法，研究了NAA、6-BA、Ms培养基对明党参叶片与叶柄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结果表明，叶片和叶柄都可以诱 

导出愈伤组织，但叶片较叶柄更易诱导出愈伤组织；在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以 1／2 MS+NAA 1．0 mg／L+6-BA 2．0 mgCL的培养基 

激素组合对明党参愈伤组织诱导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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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Changium smyrnioides Wolff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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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iects of NAA．6-BA．MS culture medium on lear and petiole callus induction of Changium smrrnioides Wolff were studied by 

orthogonal desig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ear and petiole could induce callus．and lear was easier to induce callus than petiole．The optimal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Was l／2 MS+NAA 1．0 mg／L+6一BA 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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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党参(Changium 5myrnioide5)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在伞形科系统分类中，它隶属于芹亚科 

(Apioideae Drude)美味芹族 (Smynieae Koch)明党参属 

(Ch,~cium smyrnioides H Wolff)[1]，分布于湿润亚热带地区的 

长江流域东 、中部 ，具有“补气生津，润肺化痰，平肝和胃， 

消肿解毒”的功效，是我国著名的特产药用植物之一。近年 

来，由于人为因素及其 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其野生资源破坏 

严重，分布范围和数量 日益减少，是我国重点保护的珍稀濒 

危药用植物之一【3】。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繁殖出大量种 

苗，从而加速新品种的培育和种质资源的保存，并能够直接 

获取药用部分[4】。笔者以明党参的叶片和叶柄为外植体，采 

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探讨明党参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培 

养基，旨在为明党参野生资源保护、育种以及明党参药用成 

分的组织培养工业化开发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明党参植株于 2005年 11月采自江苏省句容市 

红山明党参种植基地，带土移栽到江苏省药用植物生物技 

术重点实验窒花盆中，在室温下培养。 

1．2 方：法 

1．2．1 取材、消毒和接种。分别于 2006年 2月和4月生长 

旺盛期截取明党参展开的幼嫩叶片以及新鲜幼嫩叶柄，流 

水清洗若干小时后沥干备用。在超净工作台上，用浓度75 

％酒精将外植体浸泡 30 s，无菌水冲 1～2次，用浓度 0．1％升 

汞(加少量吐温 80)浸泡 6～10 min，用无菌水冲洗 5次，用 

无菌滤纸吸干外表的水分。将叶柄切成 0．5～1 cm长的切段， 

叶片切成约 0．5 cm 大小，接种于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1．2．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3％ 

蔗糖，0．8％琼脂，pH值为 5．8，121 oC，0．15 MPa灭菌 20 rain。 

培养温度为 25℃±2℃，暗培养。 

1．2．3 试验设计。试验采用 k(2 )正交表；运用正交设计助 

手Ⅱv 3．1(共享版)软件进行设计，共4种因素，包括 2种植 

物生长调节剂，NAA(奈乙酸)和 6-BA(6-苄基腺嘌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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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设 1和 2 m#L 2个浓度 ，培养基为 MS和 1／2MS培养 

基，外植体为叶柄和叶片，共有 8组实验。因子水平安排见 

表 1。 

表 1 LB(2，)正交试验设计 

1．2．5 结果统计。每组接种 20瓶，每瓶接种 5～7块外植体， 

定期观察外植体的生长状况，接种 24 d后，统计愈伤组织 

诱导率并进行直观分析，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指产生愈伤组 

织的外植体块数占接种总块数的百分率。同时观察并记录 

愈伤组织生长状况，用数码相机拍照记录。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形态学观察与分析 明党参的叶柄和叶片 

接种于附加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MS或 1／2 MS培养基 

上，8~9 d左右，在切口处可见淡黄绿色或乳白色的愈伤组 

织，观察记录了明党参外植体生长 14和24 d愈伤组织的 

形态学特征。 

外植体生长 14 d形态变化：叶片纵向膨胀变大，由原 

来的绿色变为黄绿色或者浅紫红色(图 1 o叶柄的变化出 

现 2种情况，一是叶柄膨胀变粗较明显，由原来的浅绿色变 

为雪白的颜色(图 2)，后期生成愈伤组织；二是叶柄切口处 

直接生成愈伤组织，为浅黄绿色或淡绿色，半透明(图3)。 

外植体生长 24 d形态变化：膨胀变大的叶片有半透明 

淡绿色或不透明白色的愈伤组织生成，叶柄切口处的愈伤 

组织变大(图4)。叶柄两端切口处长出的愈伤组织呈不对 

称哑铃状(图5)，表现出一定的极性 ，其形态学下部的生长 

量大于形态学上部的生长量。 

2种外植体形成的愈伤组织从形态、质地上均可分为3 

种类型：类型 1为黄绿色、质地紧密的愈伤组织 ，用解剖刀 

才能剥离(图6)；类型 2为浅绿色近乎白色的愈伤组织，质 

地较为疏松(图 7)；类型3为浅黄色、质地疏松的愈伤组织 

(图 8)。 

叶片诱导的愈伤组织从初代培养到继代培养质地都比 

较紧密，叶柄诱导的愈伤组织初代培养阶段较为疏松。随着 

继代和培养时间的延长，愈伤组织逐渐紧密，同时，发现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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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为初代培养 14 d愈伤组织形态，1为 叶片，2为 叶柄(膨胀 

生长)，3为 叶柄(伤口出现愈伤组织)；图4~5为 初代培养 24d愈伤组 

织的形态，4为叶片，5为叶柄(极性生长)；图 6-8为3种不同类型的愈 

伤组织 ，6为质地紧密型 ，7为浅绿色质地疏松型，8为浅黄色质地疏 

松型。 

图 1-8明党参叶柄和叶片所产生愈伤组织的形态 

黄色愈伤组织表面有时会有黄绿色或白色紧密愈伤组织生成。 

2．2 浓度和取材部位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2．2．1 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由表 2可以看出，在 

附加不同浓度 NAA／6-BA组合的 MS或 1／2 MS培养基上叶 

片与叶柄都能高频率诱导出愈伤组织。 

极差 RD>RA>RC>RB，因此，影响愈伤组织诱导的因 

素主次顺序为：D>A>C>B，即外植体>NAA>MS>6一BA。 

各因素的最优水平分别为：A1，B2，C1，D2，即：1．0 ms／L的 

NAA，2．0 mg／L的 6-BA，1／2MS培养基，叶片为外植体。因 

此，以叶片为外植体对明党参愈伤组织的诱导影响最大，细 

胞分裂素6-BA对明党参愈伤组织的诱导影响最小。 

2．2．2 取材部位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由图9可以看 

出，在这8组试验中，叶片诱导愈伤组织的百分率都高于叶 

柄的百分率。初代培养 24 d后，2种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的 

表 2 愈伤组织诱导率的结果与直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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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明党参叶片和叶柄诱导愈伤组织百分率 

平均百分率分析表明：以叶柄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的百 

分率平均为71．0％，并且大多数愈伤组织生长旺盛，呈浅黄 

绿色，质地相对疏松，存在个别色泽发暗的愈伤组织；以叶 

片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的百分率平均为 93．7％，愈伤组 

织呈黄绿色，生长旺盛，质地较紧密。因此，以叶片为外植体 

较以叶柄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更理想，培养基激素组合 

为 1／2MS+NAA 1．0 mg／L+6-BA 2．0 mg／L较容易诱导愈伤 

组织。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明党参的叶片及叶柄可诱导出愈伤组织，并且这 

2种外植体都具有较高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可达 100％， 

同时这些愈伤组织可以继续分化生长。说明明党参的叶片 

及叶柄可以诱导出能够分化生长的愈伤组织，这对于明党 

参的育种及物种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很多植物愈 

伤组织的生长过程中存在着极性生长的现象，如养麦嘲、普 

通荞麦『6J等，在明党参叶柄诱导愈伤组织的生长过程中也发 

现极性生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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