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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actors of effect Oil rooting of Mentha piperita L．plantlets are investigated．，I'he results show that basic 

medium types and phytohormone concentrations are effective factors on rooting．The optimizing medium for rooting of tube 

plantlets of胍 piperita is 1／2 MS containing 0．5 mg-L 6-BA and 0．3 mg·L一 NAA．The better conditions for rooting 

of transferring plantlets are soaking shoots in solution containing 100 mg·LI1 6．BA and 50 mg-L～ NAA for 30 min or in 

solution containing 50 mg-L 6．BA and 25 mg·L_。NAA for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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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样薄荷(Mentha piperita L．)为多年生宿根型长 日照植 

物，原产美国密执安、威斯康星及印第安纳等地⋯，中国黑龙 

江、陕西、新疆、河北、江苏、浙江及安徽等地有少量引种栽 

培 “J。从其茎叶中提取的芳香挥发油具有辛辣凉爽的香 

气，广泛用于医药、牙膏、牙粉、糖、饮料和酒等产业。也可用 

于香烟和化妆品等领域 。 

椒样薄荷为水薄荷( aquatica L．)与留兰香(胍 

spicata L．)杂交而成的不育性中间类型 ’ ，以分株繁殖为 

主。由于长期的无性繁殖，导致其易感染病毒病，引起品种 

退化、产量和质量的下降。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对椒样薄荷进 

行脱毒及复壮，可在短期内生产大量无菌苗，是工厂化育苗 

的重要途径之一_l 。与普通薄荷( haplocalyx Briq．)和 

留兰香相比，椒样薄荷试管苗生根困难，移栽成活率低，因 

此，诱导生根是提高成苗率的关键环节之一，为此，对椒样薄 

荷试管苗组织培养过程中影响生根的因素及促进试管苗移 

栽后生根率提高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椒样薄荷(Mentha piperita L．)引种自美国印第安纳州， 

种植于南京中山植物园实验苗圃内。 

1．2 方法 

1．2．1 无茵苗的获得 将植 株 幼嫩 茎尖 置 于质量 分 数 

0．1％的洗衣粉溶液中浸泡约 10 min，流水冲洗 30 min，滤 

干；依次用酒精(体积分数75％)消毒 30 S、质量分数0．1％ 

的升汞溶液消毒 10 min，无菌水冲洗 3—5次；吸干水分后在 

无菌条件下剥掉茎尖外面的2～3层叶片，切取长度为0．2～ 

0．5 him的茎尖生长点，接种在含有 0．5 mg·L～6一BA、0．1 

mg·L～NAA、30 g·L 蔗糖和6．5 g·L 琼脂的 MS培养 

基(pH 5．8)中，在温度(25±3)℃，光照 12 h·d～，光照度 

1 500 Ix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培养 1个月后，选健康无菌 的 

试管苗进行继代培养，继代培养基为含 1．5 mg·L～6一BA、 

0．2 mg-L～NAA、35 g·L 蔗糖和 7．0 g·L 琼脂的 MS 

培养基(pH 5．8)，在温度(25±3)℃，光照 12 h·d～，光照 

度 2 000 Ix的条件下进行培养。 

1．2．2 试管苗的生根培养 取继代培养2周的健壮无根苗 

(株高 3—5 cni)，以MS或 1／2 MS为基本培养基(pH 5．8)， 

添加30 g·L 蔗糖和6 g·L 琼脂，并分别附加不同浓度 

的6一BA和NAA，在温度(25±3)℃、光照12 h·d～、光照 

度2 000 Ix的条件下培养。每处理 l5瓶，每瓶2株，各重复 

3次。每隔 1周观测 1次生根情况，并统计根开始萌动时所 

需的天数(50％的苗有根萌发的时间)及诱导生根率、根数和 

平均根长，3周后进行比较分析。 

1．2．3 移栽苗的生根培养 取继代培养2周的健壮无根苗 

(株高 3—5 am)，打开瓶盖后室内炼苗 3 d。然后置于含不 

同浓度 6一BA和 NAA的溶液中浸泡 30或 60 min，再移栽至 

填有蛭石、沙子及营养土(体积比，1：1：3)的穴盘中，进行遮 

阳保水处理。由于处理后的幼苗在 3周后产生大量主根及 

侧根，不便于测量统计，因此仅观察测量根系的长度和鲜质 

量，并计算生根率。每处理30株，各重复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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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和分析 

2．1 影响椒样薄荷试管苗生根的因素分析 

2．1．1 基本培养基 不同培养基对椒样薄荷试管苗生根诱 

导的影响见表 1。在不含激素的 MS培养基 中培养 2 d，根即 

可开始萌动，培养 6 d后生根率达 100％，根较细嫩；在不含 

激素的1／2 MS培养基中培养 3 d，根开始萌动，培养7 d后生 

根率达 100％，根系粗壮；在添加 0．2 mg·L NAA的 MS和 

1／2 MS培养基中，根的萌动时间均为 5 d，且分别在培养 15 

和 10 d后生根率达 100％，根系粗壮。培养 10 d后，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的试管苗根的增殖生长减慢，侧根形成极少； 

而以1／2 MS为基本培养基的试管苗根的数量急剧增加，根 

的伸长也较快。结果表明，基本培养基对椒样薄荷试管苗生 

根有一定影响，附加低浓度 NAA的 1／2 MS培养基有利于根 

的萌发与生长，生成的侧根多 ，根较粗壮。 

表1 培养基对椒样薄荷试管苗诱导生根的影响(培养3周后)”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on rooting or tube planflets of 

Menthapiperita L．(After cultivatedthreeweeks) J 

同列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ssin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2．1．2 激素 在 1／2 MS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 6一BA和 

NAA对椒样薄荷试管苗的生根诱导结果见表 2。NAA浓度 

为0．1～0．3 mg·L～、6一BA浓度为0～0．5 mg·L 时，随 

浓度增加，试管苗的生根率、根数及根长均呈增加趋势；当 

NAA浓度超过0．3 mg·L～、6一BA浓度超过 0．5 mg·L 

时，试管苗生根受到抑制。结果表明，适宜浓度的6一BA和 

NAA 对 椒样 薄荷试管 苗生根有促进 作用 ，以附加 0．5 

mg·L～6一BA和 0．3 mg·L NAA的1／2 MS培养基为最 

佳生根培养基，生根数最多且较为粗壮，生根率达 100％。 

2．2 影响椒样薄荷试管苗移栽生根的因素分析 

椒样薄荷无根试管苗在不同浓度 NAA和 6一BA溶液中 

浸泡 30或60 min后移栽 ，试管苗的生根情况见表 3。试管 

苗在移栽后 1～2周内即可生根；溶液中6一BA和 NAA的浓 

度分别为50～100 mg·L 和 25～50 mg·L 时，有利于根 

的萌发与生长，生根率较高。溶液中 NAA和 6一BA浓度较 

高或浓度较低但浸泡时间较长时，形成的根均较长。结果表 

明，椒样薄荷无根试管苗移栽前用含 100 mg·L～6一BA和 

50 mg·L NAA的溶液浸泡 30 min，试管苗的生根率达 

100％且 根 系 较 长 ；如 果 用 含50 mg·L～6一BA和 25 

· L NAA的溶液浸泡 60 min，试 管苗的生根率也可达 

100％且根系较为粗壮。 

表2 不同浓度激素对椒样薄荷试管苗生根诱导的影响 )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hytohormones OII 

rooting oftube  plantiets ofMenthapioerita L． 

同列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111e different letters 
in SalTl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表3 不同处理对椒样薄荷试管苗移栽后根系生长的影响 
Table3 Effectsofdifferenttreatmentson roofing ofMenthap erita 
L．transferring plantiets ) 

同列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ce(P<0．05)． 

3 讨 论 

观察发现，椒样薄荷试管苗最先生根的部位是茎段的形 

态学下端，然后遍及整个茎段。在不含激素的 MS和 1／2 MS 

培养基中，外植体生根较早，生成的根无根毛且较细长。在 

6一BA浓度相同的条件下，生根数随培养基中NAA浓度升 

高而增多，可见NAA对根的诱导有重要作用。在只含 NAA 

的培养基上，虽然根的总量很多，但主根数量较少，气生根较 

多。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高浓度 NAA与高浓度6一BA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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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根的增殖，而高浓度 NAA与低浓度6一BA组合则有 

利于根的伸长生长” 。 

研究发现，1／2 MS基本培养基有利于椒样薄荷试管苗 

根的生长。培养基中添加0～0．5 mg·L～6一BA有利于根 

的诱导，且随浓度的升高 ，生根数量有增加的趋势 ；培养基中 

添加0．1～0．3 n1g·L NAA有利于根的诱导和伸长生长， 

且随着浓度的升高，根长呈增加趋势。移栽前用含有不同浓 

度 6一BA与 NAA的溶液浸泡不同时间对试管苗移栽后根的 

诱导和根的生长均有显著影响。 

综合分析认为，诱导椒样薄荷试管苗生根的最佳培养基 

为添加 0．5 mg·L_。6一BA和0．3 mg·LI1 NAA的 1／2 MS 

培养基；移栽前用含100 mg·L～6一BA和50 mg·L NAA 

的溶液浸泡30 min或用含 50 mg·L～6一BA和25 n1g·L 

NAA的溶液浸泡 60 min，椒样薄荷试管苗在移栽后的生根状 

况均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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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杂志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与技术局和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联合主办，科学 

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全国惟一一份专门研究长江流域各种资 

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本 

刊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等检索系统的来源刊物，同时收录本刊的还包括美国“化学 

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P)K)”、美 国剑桥科学文摘 

(CSA)、日本科学技术文献数据库(JICST)以及其他十多种 

国内外检索刊物。 

本刊立足长江流域，面向国内外，围绕流域资源与生态 

环境重大问题，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及工作经验，介绍 

国内外江河流域开发整治和环境保护的最新成就。主要栏 

目有：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农业发 

展；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学术讨论 ·决策建议；动态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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