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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对五昧子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刘丽娟 
(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吉林 通化 134002) 

摘 要：取五味子的茎、茎段和叶作为外植体，在添加 NAA和 6一BA的 MS培养基上培养 ．结果在 附加 6一B Al o L+ 

NAA0 2 L的 MS培养基上，茎段生长效果最好，形成愈伤组织并能分化出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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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Schisandra chinensis(Turez)Bail1)别名 

北五味子 ，山花椒 ，是木兰科五味子属 的多年生木质 

藤本，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等地；朝鲜，苏联远东地 

区亦有 ． 

果实及种子均为著名 中药，入药可治疗神经衰 

弱、乏力、盗汗等症；茎皮可做调料，香料；果汁可制 

作饮料、果酒等⋯1． 

五味子作为果药兼用资源，开发前景广阔 ．大 

量无计划掠夺式采收，造成野生资源下降和枯竭，现 

已经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中， 

五味子被列为三级保护种 ．为可持续发展，五味子 

人工栽培技术已成研究热点，主要采用无性繁殖和 

有性繁殖进行生产 ．有性繁殖者每年秋季 9—10月 

份，将果实，搓籽，清水漂洗，采用沙埋或变温处理种 

子，秋播或春播 ；而无性繁殖多用扦插，于春天 

树液流动前剪取一年生枝条，剪成 20era长的插穗， 

用 150mg／L的ABT1号生根粉液处理基部再斜插于 

苗床中 ．但扦插生根较困难 ，无法大量繁殖种源 ；另 

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野生大苗移栽，在秋季落叶后， 

挖取北五 味子 1—2年生 ，带 30—35cm长根茎的野 

生假植，待第二年春季栽培，成活率可达 90％．但此 

法受资源贮藏量限制，且不适于远距离运输，无法满 

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6I9]．为解决供需矛盾，我们 

采用组培方法进行五味子快繁技术的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于 4月份 ，选取林 区 自然生长健壮 的北五 味子 

枝条在室内进行水培 ．从水培的枝条上剪取嫩茎 

尖、嫩茎段和叶片 ．每个嫩茎段要切成长度约0．5cm 

· 20 · 

左右的小段 ，并 留有叶腋 ；叶片要 留有一段叶柄 ，叶 

柄的长度为 0．2～0．3cm；嫩茎尖长约 0．5cm． 

1．2 方法 

将上述材料用 自来水冲洗 2h后，用洗衣粉洗涤 

表面的尘污 ，蒸馏 水冲洗 4次，移到超净工作台上， 

用 70％的乙醇溶液浸 泡 10S，再用加入了一滴土温 

一 80和浓度为 0．1％升汞溶液消毒 8min，取出后用 

无菌水冲洗 6次，按无菌操作要求，接种于培养基 

上，将培养瓶置于 20～26℃，光照强度为 2000Lx的 

培养室，光照时间每天 12h．为避免有褐变现象，可 

在接种2～3d后，在无菌的条件下更换外植体在培 

养基中的位置，发现有感染的要去除，防止交叉感染 

现象的发生[10 ． 

1．3 培养基 

整个培养过程，主要采用 MS培养基，其中附加 

生长素 (NA 
．2 

．

)和不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6一 

BA)，组成各种培养基，pH为 5．8，蔗糖用量为 3％， 

琼脂 6．5g／L． 

2 结果与分析 

接种 8d后发现加入 NAA的培养基中，外植体 

基部出现膨胀；而不加 NAA的培养基中外植体均无 

变化，证明在培养基中加入 NAA有助于愈伤组织的 

形成 ．再过 19d后观察，发现在添加了 NAA的培养 

基中三种外植体均有愈伤组织出现，但在不同的浓 

度中表现不同 ．其中在 6一B ．

5 异／L+NA 
．2 L和 

6一BA1
．
5 L+NAA。．2 ∥L的激素配 比中，叶、茎尖和 

茎段虽有愈伤组织出现，但发生较晚，且长势弱；而 

当激素浓度为 6一BAl-0田异／L+NA 
．2 L时，茎段出 

现愈伤组织最好，叶和茎尖的长势明显不如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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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 10d后，发现茎段的愈伤组织上有芽分化出来， 

芽嫩绿、粗壮；而茎尖和茎段则没有芽的分化 ．所以 

认为茎段是最佳的外植体 ．详细情况见表 1，外植体 

生长情况见图 1、2、3． 

裹 1 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注：“一”表示不出现愈伤组织，“+”表示出现愈伤组织，“++”表示出现愈伤组织较好 

图1 茎段的生长情况 图2 叶片的生长情况 

图3 茎尖的生长情况 

3 小结 

经试验发现 ，在叶、茎尖、茎段这三种外植体中， 

只有茎段出现愈伤组织健壮 ，色泽好 ，长势快，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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