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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龙血树离体快繁的研究 

陈梅 ，莫饶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农学院，海南儋州571737) 

摘要 [目的]加强龙血树组织培养的再生体系，为其迅速繁殖及大规模工厂化育苗提供依据。[方法]以龙血树的幼嫩茎段为外植体， 

用9种6-BA、NAA不同浓度配比的诱导培养基和NAA不同浓度的生根培养基进行对比试验，研究海南龙血树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结果]龙血树幼嫩茎段的诱导和生长与6-BA、NAA有关系，两者的配比直接影响茎段的再生频率。6-BA浓度对愈伤组织的形成影响极 

为显著，NAA的影响不是很明显。MS+0．3 n LNAA的生根时间最短，15 d左右生根，根数多，根系良好，移栽成活率高达95％。[结论] 

龙血树幼嫩茎段的诱导和不定芽增殖的最适培养基为Ms+6．0 mg／L6-BA+0．5 mg／L NAA，增殖系数达 10以上，最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MS+0。3 mg／L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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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Objectivel rhe research aimed to strengthen the tissue culture regeneration system of Dracaena m6 nn and provide basis for its rapid 

propagation and industrial seedling on a la曙e scale．【Method]wi山tender stem segments of Dracaena caD'tbod／~2／R2 as explants，compmative test was con— 
dueted on 9 kinds ofinduetionmedimnwi山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6-BA andNA ．and rootingmedimnwi山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NAA to study 

tb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Dracaena camixMiana。lResult] Ihe induction and growth oftender stem segment ofD．can~bodiana bad rela— 

tion wi山 6一BA and NAA and山e matching  mt．0 ofthe two directly affected the regeneration frequency of stem segment． nle effect of6-BA concentration 

ontheformation of callus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an dthe effectof NAAwas not obvious． Ihe rootingtimeof MS+ NAA0．3m Lwas shortest，about 

15 d，wi山much roots and better root systemandthe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reachecl95％。l Conclusionl The optimmnmediumf0rⅡ1einduction often 

der stem segment andthe propagationof adventitious budsinDracaena cambodianawasMS+6-BA6．0Ⅱ ／L+NAA0．5mg／L andits propagation coeffi— 

cient reached over 10。 rhe optimum rooting medium was MS+N从 0．3 m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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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龙血树(Dracaena cambodiana)为百合科常绿乔木。 

从海南龙血树中可提取我国传统中医内外伤科要药“血竭”， 

有止血、活血、生肌、行气之效。但是它的生长十分缓慢，几 

百年才长成一棵树，几十年才开一次花，十分稀有。为此，笔 

者对海南龙血树的离体快繁技术进行了研究，以期找到最优 

培养基配方大规模育苗。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龙血树的幼嫩茎段，取自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农 

学院教学基地。 

1．2 方法 

1．2．1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①培养基成分：实验所用培养 

基配方见表 1。②培养条件：培养基均附加蔗糖30％、琼脂粉 

6．4％，pH值5．8～6．0，121 oC下高压灭菌20 min。培养温度 

25～28℃，光照强度 1 500 lx，光照周期 12 h／d。 

1．2．2 外植体处理。选取龙血树的幼嫩茎段作为外植体来 

源，采用两步培养法来诱导外植体再生，首先从外植体上诱 

导出愈伤组织，然后从愈伤组织上诱导不定芽_1 I4J。先将龙 

血树植株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小心地剥去叶片，然后用洗 

涤剂浸泡 10min，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晾干水分。在无菌条 

件下用 75％(体积分数)的酒精消毒 10 s；取出后放人 1 L 

升汞(HgC12)溶液中消毒 15 rain；然后无菌水冲洗 3～5次，无 

菌滤纸吸干水分。在超净工作台上将其切成1～2 cm的小块 

接种于诱导培养基 1～9号和CK中(表 1)，每瓶接 4个外植 

体，每个处理 25瓶。 

1．2．3 龙血树苗的增殖培养。将丛生芽团切成小块接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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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增殖培养。 

表 1 培养基配方 

呦 le 1 Meditrm fommla 

培养基 基本 附加成分∥ L 培养基 基本 附加成分∥ L 

编号 成分 Additiveingredient 编号 成分 Additive ingredient 

No．of Basic 6一BA NAA No．of Basic 6一BA NAA 

medium  in~redient medium  inaredient 

CK MS 0 0 7 4．0 0．6 

1 4．0 0．4 8 5．0 0．4 

2 5．0 0．5 9 6．0 0．5 

3 6．0 0．6 10 0．1 

4 4．0 0．5 11 MS 0．3 

5 5．0 0．6 12 0．5 

6 6．0 0．4 

1．2．4 生根培养。经增殖培养长成的无根苗切成单株，接 

种于 10～12号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 

1。2．5 移栽。经生根培养长出完整植株后，打开培养基瓶 

盖炼苗3 d，用自来水冲洗掉根部培养基后将其移栽至苗床， 

移栽后注意遮阴保湿。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再生实验 外植体接种7 d后，可观察到3、7、 

8．9 g-培养基的部分外植体开始膨大出现愈伤组织。外植体 

接种 14 d后，CK及培养基 1～9号的出愈率分别为 0％、 

33％、42％、57％、37％、28％、37％、57％、55％和 62％。可见， 

利用幼嫩茎段诱导愈伤组织，激素种类和浓度均较大程度影 

响愈伤组织的形成。6-BA浓度对愈伤组织的形成影响极为 

显著，浓度增加可以提高诱导率，随着6-BA浓度的增加玻璃 

化现象也加重。NAA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影响不明显，在6一BA 

浓度低时，NAA浓度的增加可以促进愈伤组织的形成，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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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中的围管类肌细胞可以用免疫组化法来鉴定其纯度。 

Fe~gen染色发现，核仁周围有卫星核小体，证实所分离的是 

Se~oli细胞。 

支持细胞是生精上皮中唯一与生精细胞接触的细胞，除 

对生精细胞起支持和营养作用外，还能分泌包括转运蛋白 

类、调节蛋白类、生长因子类、类固醇类以及其他～些活性因 

子，这些物质在精子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1卜幢j。 

Se~oli细胞分泌雄激素结合蛋白(Androgen bin~ng protein， 

ABP)，它是调节周期性精子发生的重要因素，可提高整个雄 

性生殖管道的雄激素浓度L8i；干细胞因子(Stem eeH~etor， 

SCF)也是由Se~oli细胞合成，是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c— t的 

配体，而c— t受体存在于精原细胞上。这表明Se~oli细胞可 

直接通过 SCF配体和 c— t受体的结合达到与精原细胞的交 

流 1引。由于 Se~oli细胞直接和 SSCs接触，通过内部因子和 

外部影响因子调控了睾丸的微环境，再通过细胞之间的相互 

作用间接调控了SSCs的基因表达。培养 5 d后，Se~oli细胞 

作饲养层的培养体系中保留的SSCs要比对照组明显增多。 

表明Se~oli细胞能明显促进 SSCs的增殖。分离纯化 Se~oli 

细胞并探讨其对体外 SSCs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为建立稳定 

的Se~oli细胞系和 SSCs长期存活并增殖的培养体系提供实 

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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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BA浓度的增加，NAA的作用也越不明显。综合考虑，诱导 

龙血树愈伤组织的培养基配方为：Ms+6一BA 6．0 mg／L+ 

NAA 0．5 mg／L(图 la，b)。 

图1 龙血树愈伤组织 

ng．1 C,1tlllltS 0fDracaena cambod~ma 

2．2 继代增殖培养 由茎段分化得到的不定芽继续在 9号 

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培养，每45 d转瓶一次，其增殖速度非常 

快，增殖系数达 10以上(图2)。 

图2 龙血树分化出芽 图3 龙血树生根 

．
2 Buds differ~llated from ．3 Roollng ofDracaena 

Dracaena eambodiana eambod／ana 

2．3 生根和移栽 将壮苗培养后高 1．5—2．0 em的不定芽 

切下，转人生根 10 12号培养基和cK中，结果都会生根，只 

是生根的数量和天数不相同。通过观察比较，l1号培养基的 

生根时间最短，15 d左右即可生根，且根数多，根系良好，移 

栽成活率高。因此，l1号培养基是龙血树生根的最适培养基 

(图 3)。 

将炼苗后的小苗从培养基中取出，轻轻洗去根部培养 

基，在0．5％多菌灵溶液中消毒 30 s，移栽于椰糠：河沙=1：1 

的混合基质中。移栽初期，注意遮阴、保湿；7 d后小苗成活 

率达95％。 

3 结论与讨论 

该实验以龙血树的幼嫩茎段为外植体，用9种不同浓度 

激素的诱导培养基和 3种不同浓度激素的生根培养基组合 

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龙血树幼嫩茎段的诱导和生长与 

生长素、细胞分裂素 2种激素有关，两者的配比直接影响了 

茎段的再生频率，龙血树幼嫩茎段的诱导和不定芽增殖的最 

适培养基为Ms+6一BA 6．0mg／L+NAA0．5mg／L。最适生根 

培养基为Ms+NAA 0．3 mg／L。该试验通过两步培养法，获 

得了较高的不定芽诱导率。同时对培养基进行了梯度对比 

实验，并选出了最优培养基，使增殖培养的增殖系数达到 10， 

大大缩短了常规育苗时间，为其迅速繁殖及大规模工厂化育 

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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