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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设计在灯盏花组织培养中的应用水 

黄 平，王 荔一 ，杨艳琼，陈疏影，刘雅婷，杨 凯，刘 波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针对灯盏花自然繁殖率低下的情况，探讨了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方法解决灯盏花生产中繁殖的问题。按正 

交实验设计的原则，摸索出建立灯盏花组织培养技术体系的最佳条件：不定芽诱导的培养基是 Ms+6一BA 1．0 

mg／L+NAA 0．1 ms／L，生根培养基是 MS+NAA 0．5 mg／L+IAA 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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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rthogonal Design in Tissur Culture of 

一 。 breviscapus(Vant．)Hand．．Mazz~rtgerm Orevtscapus ant an azz ( ． ) ．一 

HUANG Ping，WANG Li，YANG Yan—qiong，CHEN Shu—ying，LIU Ya—tin，YANG Kai
。 LIU Bo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ehnology，Y A U，Kunming 650201，China) 

Abstract：Because the fruiting rate and germinative percentage of Erige胤 breviscapus(Vant．)Hand．． 

Mazz are lower，tissue culture was explored to solve the propagating problem in the production
． By u— 

sing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best culture medium of 

inducing adventitious bud was MS+6一BA 1．0 mg／L+NAA 0．1 ms／L．the best culture medium of 

root was NAA 0．5 mg／L+ IAA 0．2 ms／L 

Key words：Erigerm breviscapus(Vant．)Hand．一Mazz；tissue culture：orthogonal design 

灯盏花是菊科短葶飞蓬属植物[Erigerm brevis— 

capus(Vant．)Hand．一Mazz]，又名灯盏细辛、东菊， 

是广布于我国西部及西南部中山和亚高山开阔山 

坡草地和林缘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J̈，具有散热解 

表，止痛舒筋，活血治瘫的功效。自1974年以来， 

灯盏花被云南省制药工业广泛用作制药原料，灯盏 

花制剂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应用于临床上，主要 

用于治疗高血压、脑栓塞、多发性神经炎、慢性视网 

膜炎及脑血管意外所致的瘫痪症_2 j。据统计，云 

南省每年都要收购 1 200 t以上的灯盏花药材。近 

年来，随灯盏花药材市场需求的扩大，野生灯盏花 

采集过度，导致灯盏花野生资源逐渐枯竭。保护灯 

盏花野生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 

的焦点。目前，国内学者针对灯盏花人工驯化繁殖 

系数低的问题，对灯盏花的生物学特性、人工栽培 

技术 ～]、组织培养技术_9 等方面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但对于灯盏花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的建立。 

技术还不够完善。本研究旨在利用植物组织培养 

技术和正交试验设计方法  ̈ ，提高筛选灯盏花 

组织培养最佳培养基的工作效率。本项研究对保 

护灯盏花野生资源及药用植物种苗工厂化生产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选用采 自云南省泸西县种植基地的 

灯盏花，带土移栽于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 

学院试验地，取其叶片作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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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养基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按不同处理方案添加不 

同类型的植物激素(见表 1。表4)。用0．1N NaOH 

和0．1 N HC1调节pH值为5．8—6．0，在高压灭菌 

锅中高温(12l cc)灭菌20 min。 

1．3 方法 

1．3．1 材料处理 

取叶片为外植体，按下列程序进行消毒：取材 

一 自来水冲洗一5％洗衣粉水溶液漂洗3分钟一 

自来水冲洗干净 75％酒精消毒5O秒 O．1％升 

汞溶液中8分钟一无菌水冲洗5次，然后在无菌工 

作台中将外植体切成O．5 cm 大小，每一处理分别 

接种2O瓶，每瓶接种4块，置人26 cI=恒温培养箱 

中闭光培养，待外植体出现分化芽点时转入(25± 

2)cI=培养室进行光照培养，每天光照 lO一12 h(光 

强为1 500 lx)。 

1．3．2 正交试验设计 

(1)不定芽的诱导 以6-BA，NAA两因素作 

为参选因素，每因素取3个水平，选用L。(3 )正交 

设计表安排灯盏花芽诱导的试验方案(见表 1)。 

芽的诱导率作为统计指标，应用 DIS 3．Ol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2)根的诱导 以1AA，NAA两因素作为参选 

因素，每因素取 3个水平，选用 L。(3 )正交设计表 

安排灯盏花根诱导的试验方案(见表4)。根的诱 

导率作为统计指标，应用 DPS 3．Ol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1．3．3炼苗和移栽 

生根后的小苗长至5～8 cm时，打开封口膜进 

行炼苗，2～3 d后，移人基质中进行培养，培养两周 

后，移栽到大棚中。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不定芽诱导率的影响 

外植体接种两周左右，叶片开始膨大，逐渐生 

长出淡黄色颗粒状的愈伤组织，至3周时，长出绿 

色芽点，接种4周生长成不定芽，此时即可统计不 

定芽诱导率(见表 1)。经过6一BA，NAA 2种激素3 

个水平9个浓度组合的正交试验，用 DPS 3+O1统 

计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灯盏 

花的直观分析见表2。极差第 1列>第2列，根据 

极差的大小顺序排出影响芽诱导的因素主次顺序 

为 BA>NAA。各因素的最优水平分别为第 1列水 

平 1，第 2列水平 1，即6-BA 1．0 mg／L，NAA 0．1 

mg／L。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由F值可知：对灯盏 

花芽的诱导，因子 6-BA的影响最大，达极显著水 

平，因子 NAA的影响小，未达显著水平。显然，方 

差分析与直观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1 诱导芽的L，(3 )正交试验方案与试验及结果 

Tab．1 k(3 )orthogonal design test plan and result 

表 2 Lq(3 )直观分析 

Tab．2 Visual analysis 

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根诱导的影响 

无根苗接种 1周后即有白色的根的生长点冒 

出，至两周后，根长达2 cm左右，此时即可统计根 

诱导率(见表4)，经过 IAA，NAA 2种激素3个水 

平9个浓度组合的正交试验，用 DPS 3．01统计软 

件对试验结果进行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灯盏花的 

直观分析见表5。极差第 1列>第2列，根据极差 

的大小顺序排出影响根诱导的因素主次顺序为 

NAA>IAA。各因素的最优水平分别为第 1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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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3，第2列水平 1，即 NAA 0．5 mg／L，IAA0．2 mg／ 

L。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由F值可知：对灯盏花根 

的诱导，因子NAA的影响最大，达极显著水平，因 

子IAA的影响小，未达显著水平。显然，方差分析 

与直观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筛选出最佳的不定芽诱导的培养基 

是 MS+6一BA 1．0 mg／L+NAA 0．1 rag／L；最佳的生 

根培养基是 MS+NAA 0．5 mg／L+IAA 0．2 mg／L。 

表 3 方差分析 

Tab．3 Variance analysis 

$Vo 05(2，4)=6．94，$$Vo 0l(2，4)=l8 

表4 诱导根的 L，(3 )正交试验方案与试验及结果 

Tab．4 k(3 )orthogonal design test plan and result 

表 5 L。(3 )直观分析 

Tab．5 Visual analysis 

表 6 方差分析 

Tab．6 Vari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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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激素是植物组织培养器官分化的关键因素。 

器官的形成受制于培养基中不同激素的相对浓度 

配比，而不是这些物质的绝对浓度_l 。本研究结 

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灯盏 

花不定芽和根的分化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应用 

正交设计进行灯盏花组培快繁技术研究，试验数据 

经直观分析、方差分析，确立了主要影响因子，对试 

验的效应做出了准确的综合评价，从而筛选出灯盏 

花芽、根诱导的最佳培养基。采用正交设计可减少 

试验次数和试验分析方法的繁杂，克服在培养基配 

方设计上的肓目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实验的准确 

性。显然，正交设计及其分析方法是优化灯盏花组 

织培养系统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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