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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杏香兔耳风无菌苗叶片、叶柄为外植体开展芽诱导试验。结果表明：在基本培养基 MS附加 6-BA2．0 

mg， 单位下~q)+NAAO．2+2，4-D0．1+糖40g，L的培养基上进行叶片外植体芽的诱导，在6-BA2．0+NAA0．5+糖30g／L的 

培养基上进行叶柄外植体芽的诱导，是建立叶外植体组培高效繁育体系较理想的再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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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香兔耳风A insliaeafragrans Champ为菊科兔耳风属植 

物，别名白走马胎，金边兔耳草，一枝香等【l1，全草可入药，主 

要有效药用成分有无羁萜酮、羊齿烯醇、三十二烷酸、二十六 

醇、B—谷甾醇伫l、倍半萜内酯、丁香烯、豆甾醇 、黄酮类 、绿 

原酸 等。可用于治疗湿热下注所致慢性宫颈炎 、子宫内膜 

炎、阴道炎、白带等症。还可治疗咽喉炎，口腔炎，鼻炎及气管 

炎等粘膜组织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肺结核咳血等，外用可医 

治中耳炎及毒蛇咬伤等。还能清肺解毒，消积散结，药用价值 

高。然而，随着其药用价值的被广泛认知，原料药材使用量大 

量增加，而该植物的原料药材至今为止仍以野生资源为主， 

且药材又是整株采集，采集时间又是在植株开花、结实之前 

的8-10月，致使野生资源无法实现世代更替而导致资源锐 

减，天然资源储量已近枯竭的边缘。本研究旨在建立叶外植 

体组培高效繁育体系，达到规模化培育的目的。 

1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取自本实验室杏香兔耳风组培试验苗。从茎外 

植体建立的无菌苗上，剪取中下部叶为外植体，并将叶片和 

叶柄分别进行诱导培养。 

1．2 试验 方法 

1．2．1叶片、叶柄外植体芽诱导培养基配制及培养条件 

培养基 ：MS+6一BA0．5 5．0+NAA0．05 0．5+2，4一DO．0～1．O+糖 

2o-5o~R, 

卡拉胶 7 ，pH值为 5．6 

培养温度：23℃±2℃ 

光照强度：1 500 Ix 

光照时间：10h／d 

1．2．2外植体处理。在以茎为外植体建立的无菌系基础上，进 

一 步以继代过程中须剪除的叶为外植体，建立叶片和叶柄组 

培高效繁育体系。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超净工作台上，从无菌苗上剪取中下部叶片。剪去叶 

片边缘后，再剪成 lcm'-大小的叶盘(叶片中部带主脉)作为叶 

片外植体，叶背面朝下平放于诱导培养基表面；另将叶柄从叶 

片基部剪下，长 0．5一lcm，平放于诱导培养基表面。 

1．2．3试验设计。以MS为基本培养基，对叶片和叶柄外植体 

诱导培养基中激素种类6一BA、NAA、2，4一D及其浓度，糖含量 

等因素，采用正交试验设计L16(43)进行优化筛选试验。以期 

筛选出最佳诱导培养基。 

2试验结果与分析 

2．1以叶片为外植体的诱导培养基筛选 

采用L16(4s)J~交试验设计，将激素种类、浓度、配比及糖 

含量设计了16种试验-处理对叶片外植体进行芽诱导试验。 

结果表明，以叶片为外植体诱导芽发生的途径是：叶片一愈伤 

组织一不定芽一植株。由表 1可见，试验处理 11对叶片外植 

体诱导效果最好，诱导率达82．5％；其次是试验处理 l5和 1， 

诱导率分别为67．5％和62．5％。 

方差分析结果(表2)进一步表明，糖含量在叶片外植体 

不定芽诱导中起主导作用，处理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添 

加40 g，L糖的培养基均诱导出了不定芽，最高达 82．5％；添加 

20 g／L糖的培养基只有处理 l3诱导出了芽；而添加 50 eeL糖 

的培养基则均未诱导出不定芽。可见，糖浓度过高或过低都 

会抑制不定芽产生。 

6一BA浓度在 0．5—5．0 mrCL范围内均能诱导出不定芽 ， 

且叶片外植体芽诱导率和不定芽发生率随 6-BA浓度增加 

呈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曲线分布。当6一BA浓度为2．0 mg／ 

L时，诱导效果最好 ，不仅外植体诱导率最高(达 82．5％)，诱 

导的不定芽数量也多，分化培养的苗生长也健壮。而当6-BA 

浓度过低(0．5 mga~)或过高(为5 m蜀，L)时，诱导效果均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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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诱导出的不定芽生长细弱，且分化培养出的苗玻化现象 

严重。 

哀 1激素种类、浓度、糖含量及其配比对叶片和叶柄外檀体芽诱导结果 

而未添加 2。4一D的培养基 ，叶片外植体边缘通常产生 

深绿色、致密的愈伤组织，难以诱导出不定芽。低浓度 

2，4一D(0．1ing／L)有利于不定芽的诱导，诱导率达 82．5％， 

且有效芽多，植株长势旺盛；高浓度 2,4一D(0．5mg／L以上) 

反而不利于叶片外植体芽的诱导。有效芽少，玻化现象严 

重 ，诱导率下降。 

在影响叶片外植体芽诱导效果的因素中，各试验因素的 

配比及其相互作用才是最终决定因素。本试验结果表明，试 

验处理 1l(MS+BA2．0+NAA0．2+2．4一DO．1+糖 40)是叶片外植 

芽诱导的最佳组合，不定芽诱导率高达82．5％，且有效芽多， 

分化培养后植株长势旺盛，继代培养后增殖效果好。其次是 

试验处理 15(MS+BA2．0+NAA0．5+糖 30)，所诱导的愈伤组 

织深绿色，结构紧密，诱导率达 67．5％，但分化培养后植株长 

势一般 ，叶片发黄。 

综合评价认为，试验处理 l1是本试验叶片外植体诱 

导最佳试验组合 ，不仅诱导率高，而且不定芽长势良好 

(图 1)。 

裹 2 叶片外植体芽诱导结果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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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叶片外植体诱导建立的组培再生体系 

2．2 以叶柄为外植体的诱导培养基筛选 

将处理好的叶柄外植体置于叶片外植体诱导培养基上进 

行芽诱导试验，结果表明：叶柄外植体诱导芽发生的途径与叶 

片一致，即叶片一愈伤组织一不定芽一植株。但在相同诱导 

培养条件下，叶柄外植体诱导难度较大，诱导率较低，本试验 

只有处理 lO和 l5诱导产生了不定芽 ，诱导率只有 40％和 

25％(表 1)，且只有后者诱导出的不定芽在继代培养后长势 

良好。 

方差分析结果(表 3)表明，糖浓度仍是影响叶柄外植体 

诱导的主导因素，达0．1的显著性水平，且仅在糖含量为30只， 

L的培养基上诱导产生了不定芽。 

6-BA、NAA、2，4-D对芽诱导均有一定的影响，但都未达 

到显著水平。 

表 3 叶柄外植体芽诱导结果方差分析 

3 小结 

本试验在以茎为外植体建立的无菌系f7l基础上，进一步 

以继代过程中须剪除的叶为外植体进行诱导培养试验，分别 

筛选出了叶片外植体和叶柄外植体诱导优化培养基，在无菌 

苗基数不大的情况下，为快速建 杏香兔耳风组培高效繁育 

体系并进行规模化培育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 

开辟了新的繁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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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y on Roots Development for Tissue 

Cultural Plantlets of Ainsliaea frag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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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different plants of the Fx~1．Ule clones of tissue culturerooted seedhngs of A insliaea序 册 as test 

materials．With continuous coHecting material a time for each day，the root development process in vitro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by micro—anatomizing in A insliaeafragrans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imordial for 

the adventitious root in vitro Was originated in the pith ray ceUs，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dventitious roo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just as the pith ray meristematie cells differentiation stage，the primordial root formation stage and 

the adventitious root formation stage；it needed about 13 days for a cycle．Th is r-esearch ca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optimifing the rooting culture conditions in vitro ofA．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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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n Effi cient Regeneration System 

、 th Explants ofAinsliaeafragrans Leaves 

DAI Xiaoying，YU Hong，JIANG Xia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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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leave and petioles as explants，the regeneration system for the buds inducing in A insliaeafragrans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Th e tested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optimization med ium for the buds inducing from leave was MS+6一BA2
．0mg／L(the 

s嘲e as foUows)+NAA0．2+2，4一DO．1+Sugar 40s／L,the buds inducing medium from petioles WaS 6-BA2．0+NAA0．5+Sugar30g／L,which 

was tlle ideal c0nditions 0f c。 tnlcting e壤cient tissue regener丑tio刀sy5tel』1 witll leaf explaJ1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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