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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蓟组培繁殖技术初探 

李明福，赵正龙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在MS母液培养基上加细胞分裂素2倍、生长素3o倍的朝鲜蓟的组培效果较好，组培后第15d，苗高达到3．5era， 

而且长势迅速，分蘖苗多，植株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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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issue Culture and Propagation of Artichoke 

LI Ming-fu，ZHAO Zheng-long 

(Yuxi Agricultural Vocation—technical College，Yunnan Province，Yuxi 653100，China) 
Abstract：The artichoke tissue culture was acceptable which young plants grew fast and the height reached to 3．5 cm，tillers were 

exuberant and single plant Was strong after 15 days’culture when 2 times CTK and 30 times工AA Were added to MS educate m~ 1．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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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蓟(~ynara sco／ymus L．，artichoke)是菊科(Corn- 

posit)中以花蕾(花托和嫩苞叶)供食的栽培种，属于菜 

蓟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别名法国百合、荷花百合、洋 

蓟、菊蓟等。原产地中海沿岸，欧美各国均有栽培，法国栽 

培最多。19世纪从法国传人t海、云南栽培。叶柄经软化 

栽培后可煮食，味清淡，富含维生素A、B、c，铁及淀粉等。 

朝鲜蓟中还含有菜蓟素、黄酮类化合物及天门冬酰胺等对 

人体有益的成分。经加工可以制成花蕾罐头、叶酒及系列 

饮料等。朝鲜蓟不仅可出口创汇，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国内对朝鲜蓟的食用也会逐渐普及。 

朝鲜蓟目前的繁殖方式主要是种子繁殖和分株繁 

殖。用种子繁殖不能保证品种的优良特性；分株繁殖成 

本高，且不易管理。而采用组织培养可以大大降低生产 

成本，使植株的优良性状得到保存，是一项既经济又方便 

的技术。而朝鲜蓟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目前报道极少， 

我们做了相关的试验，获得了初代培养物。但是，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朝鲜蓟组培苗的生长速度慢(30a左 

右才可进行转接)；幼苗玻璃化比较严重；组培苗易老化 

(叶片变黄枯死)；组培苗生长瘦弱。通过对朝鲜蓟进行 

了生根和继代培养，但效果不理想，植株老化速度快、生 

根速度慢、植株和根系都长得瘦弱，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生 

产。针对以上问题需进一步作试验，寻求更为优良的培 

养基配方，以加快组培苗的生长速度，使组培苗长得健 

壮，减少玻璃化苗出现的数量，延缓衰老，达到快繁的目 

的 。 

l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选用健壮的朝鲜蓟种育苗和朝鲜蓟分 

蘖苗并按下列培养程序进行培养：外植体一芽一根一试 

管苗；外植体—愈伤组织—芽—根—试管苗。 

1．2 培养基配方 

1．2．1 MS培养基母液的配制 见表 1。 

表 1 MS培养基的母液配方 

1．2．2 试验培养基的配制 见表2。 

表2 试验培养基配方 

1．3 试验设计 试验在MS培养基的基础上配制出7 

个培养基。设置3个重复，每重复1瓶，共3瓶，培养温 

度25℃，光照强度50001x，光照时间14h，瓶内相对湿度 

100％，瓶外相对湿度70％一80％。进行2次试验，第1 

次试验初步筛选出适合朝鲜蓟生长的培养基，第2次试 

验用第1次试验筛选出的培养基对朝鲜蓟进行第2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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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筛选出最适合朝鲜蓟生长的初代培养基。按照外植 

体培养和继代培养的方法进行试验，做好后在每一瓶上 

贴上标签以便进行观察、记录数据。 

1．4 记录方法 记录内容：对每一瓶的分蘖数、株高、长 

势、污染情况等进行观察和记录，最后把每个重复中最好 

的一瓶的记录资料提出进行资料整理。记录时间：接种 

后3d观察和记录 1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性状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在培养的21d内，L。、 

、 L4、L1培养均未表现出培养效果；组培后第9d通过 

愈伤组织培养的L2有点变化；通过茎尖培养的 、L6 

变化明显，高度分别达到1．0、2．Oem，且长势好；组培后 

第15d通过愈伤组织培养的L2变化明显，高达1．5cm； 

通过茎尖培养的 生长不明显，高度一直保持在 

1．5cm；而 生长势最好，高度达到3．5era。组培后第 

21d通过愈伤组织培养的L2变化明显，高达2．5era；通过 

茎尖培养的 生长无变化；而 生长势旺，高度达到5． 

Oem，且有3个分蘖。 

表3 朝鲜蓟各处理的初代培养表现 

由此可知，朝鲜蓟的初代培养，如果用茎尖培养，直 

接得到组培苗，选用 号培养基比较好，朝鲜蓟在L6号 

培养基上长势迅速，分蘖苗多，植株健壮。这是由于 

号培养基适宜浓度的生长素对芽、茎、根细胞的伸长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从而达到营养器官伸长的效果，L1培养 

不成功可能与生长素浓度过高有关，进一步说明在一定 

的生长素浓度下，芽、茎、根的伸长可达到最大值，此时为 

生长最适宜浓度，但再增大浓度，器官的伸长将受到抑 

制。另外不同器官对生长素最适宜浓度是不相同的，顺 

序为茎端最高，芽次之，根最低 引。这可能就是用茎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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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朝鲜蓟最适选择k较高生长素组合培养基的原因， 

过高则抑制其生长。因此，在使用生长素时必须注意使 

用的浓度、时期和植物的部位。生长素还能促进细胞分 

裂、果实发育和单性结实、保持顶端优势、伤口愈伤组织 

产生、插枝生根等作用 。细胞分裂素主要起到促进细 

胞分裂、促进芽的分化、促进细胞扩大等作用。 

2．2 培养基比较 通过表3、表4可以看出，如果通过愈 

伤组织诱导出朝鲜蓟的组培苗，选用L2号培养基比较 

好，因为朝鲜蓟在L2号培养基上可以形成愈伤组织，并 

且长势良好。主要由于生长素最适宜浓度是不相同的， 

顺序为茎端最高，芽次之，根最低，符合低浓度生长素对 

植物根系生长有促进作用的机理。细胞分裂素的生理效 

应表现为：可以促进细胞分裂、芽的分化、细胞扩大和侧 

芽育，解除顶端优势，延缓叶片衰老等 。 

表4 各培养基最终培养21d后的性状比较 

2．3 有关培养过程中的污染问题 通过表3、表 4可以 

看出，L2、L5、L6均无细菌污染，这是否与培养基中成分 

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次试验的污染物主要是细 

菌，细菌污染在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接种 

过程中尽量减少被污染的可能，对设备进行改进。目前 

最好的办法是把有糖培养基变为无糖培养基，这样由于 

糖的存在而造成的细菌污染大大的降低。 

3 讨论与小结 

朝鲜蓟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和研究，找到更为合适的培养基，尽量地降低生产成本， 

做到真正的既经济又实惠。朝鲜蓟的植物组织培养以 

的培养基为好，细胞分裂素为标准(MS)培养基的2 

倍，生长素为标准(Ms)培养基的30倍。 

朝鲜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生根困难，解决这个问题 

的关键在于调节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配比，减少生长素浓 

度和加入一些有机添加剂和碳粉，从试验来看，L2培养 

基的长根效果较好。 

在朝鲜蓟的组织培养中，重要的是要把污染这个问题 

尽陕的解决，减少污染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生产成本。朝鲜 

蓟的组织培养过程中细菌污染比较严重的原因可能有以 

下几点：材料带菌严重；灭菌时间短且不彻底；接种时操作 

不规范；培养空间不清洁，需进一步作好消毒工作。另外， 

培养基上的物质成分是否有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控制朝 

鲜蓟的组织培养污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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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西花蓟马主要是通过传播病毒给农作物造成产量 

的损失和品质的下降，因此有效地防治该害虫以杜绝番 

茄斑萎病毒等病毒的传播是保证农作物高产优质的重要 

前提。调查结果表明，3种作物开花初期是西花蓟马发 

生的高峰期，此阶段是防治该害虫的关键时期。 

本调查初步明确了西花蓟马成虫和幼虫在3种作物 

花期的虫量高峰期及其在花期的种群动态规律，这对更 

好地防治该害虫具有—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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