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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乌的离体再生与快速繁殖 

杜文亮 ，吴汉光2，王广东 ，王庆亚 (1．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l0095；2．南京外国语学校，江苏南京210007) 

摘要 [目的]加快白首鸟种苗生产速度及实现其生产的现代化。[方法]以带侧芽白首乌茎段为外植体，采用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 

同植物生产调节剂进行试验。[结果]结果表明，适宜于白首乌的初代培养基为：1／2MS+6-BA0．50rag／L+NAA0．05 rag／L；增殖培养基： 

Ms+6一BA 0．20mg／L+NAA0．10mg／L；生根培养基：1／2MS+IBA0．20mg／L。移栽成活率达100％。[结论]采用白首乌的茎段作为外植 

体，利用组织培养的方法能实现种苗的快速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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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n v／tro Culture and Rlpid Prol~tgation of~nanchum ataqcu／atum 

DU Wen-liang et al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 【Objective]The purpose aimed to speed up seedling production of Cynanchum auriculatum and its medemization．[Method]Witll tissue culture 

method，primary culture of explants，bud multiplication and their rooting culture were conducted by medium treated with different hormones．I Result i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ppropriate medium for different culture stages were 1／2 MS+6-BA 0．50 m#L+ NAA O．05 nv．／L in primary culture．MS+ 

6-BA 0．20 ne,／L+ AA 0．10 nv-／L for bud multiplication，l／2 MS+IBA 0．20 n1 L ifl rooting．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ing could reach 100％． 

1 Conclusion J Applying stem as explants，high frequency propagation of seedlings can be achieved with plant tissue culture in Cynanchum auriculatum． 
Key words Cynanchum auriculatum；Tissue culture；High frequency propagation 

白首乌是中国传统中药，其主要来源为萝蘑科植物匙羹 

藤(科鹅绒藤属植物耳叶牛皮消(Cynanchum auriculatum Royle 

ex Wight)的块根，具有滋补肝肾、益精血、抗衰老和乌须发等 

功效⋯，在江苏省滨海县已有百余年的栽培史和食用历史。 

白首乌含磷脂、肌醇磷脂、乙醇胺磷脂及多量的 C2 甾甙 

等_l一。目前，自首乌的人工栽培主要靠块根的营养繁殖，易 

受病毒浸染，导致种性退化，产量和品质下降，不能适应规模 

化和标准化生产的需要。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为加速繁 

殖、提供栽培用无病毒优质种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为中药 

材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依据。目前，关于白首乌的组织培养报 

道很少_2-’一，未见比较系统深人的研究。笔者以自首乌茎段 

为外植体，建立了高效的离体再生体系，可为白首乌的工厂 

化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白首乌(Cynanchum auriculatum Royle 

exWigkt)。 

1．2 方法 

1．2．1 无菌材料的获得。取白首乌的顶芽和茎段，流水冲 

洗4 h；在超净工作台上经70％酒精浸泡30 S，无菌水冲洗 2 

次，0．1％HgC12灭菌处理8～10 min，无菌水冲洗5次；分割成 

0．5～1．0 cm带 1个节的茎段或顶芽，接种于 MS+6-BA 0．50 

mg／L+NAA 0．05 mg／L的培养基上。 

1．2．2 茎段增殖技术的研究。选取生长一致的白首乌初代 

培养无菌苗，切取顶芽或带腋芽茎段，接种在诱导增殖的培 

养基中培养。增殖培养基以Ms+0．10 mg／L NAA为基本培 

养基，分别附加 6-BA和 KT及其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20 d 

后统计增殖情况。 

1．2．3 生根培养。选取在Ms+0．20 mg／L 6-BA+0．10 m L 

NAA培养基上生长基本一致的约 2 cm高的无根苗，以茎节 

紧靠培养基接入 1／2 MS加入不同生长素及其浓度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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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0 d后观察统计生根情况。 

以上培养基pH值为5．8，均含3％蔗糖，0．6％琼脂，培养 

基在 121 oc下湿热灭菌 17 min。每种培养基接种 6瓶，每瓶 

接入 6株。 

1．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 1 400 lx，光 

照时问 16 h／d。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增殖培养的影响 

'l~le 1 l~eas ofvarious hormone combinations On the proliferation culture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管苗的诱导 将茎段接种在培养基上培养，3 d后茎 

有明显膨大，7～8 d后大部分腋芽开始萌动，至20 d后观察 

腋芽无根苗高达 3．0～4．0 cm(图 1 a)，腋芽萌发率在 90％ 

左右。 

2．2 自首乌的增殖培养 BA、KT配合0．10Ⅱ L NAA对自 

首乌的增殖效果见表 1。由表l可知，6一BA0．20m#L白首乌 

增殖效果最好，培养20 d后，每个节问各产生2个侧芽，且芽 

苗生长迅速、健壮，叶色浓绿，培养20 d平均苗高可达4．45 

cm，平均增殖率为6．57(图1 b)。单加NAA的培养基上，植株 

20 d后叶片发黄，生长势弱。随着 6-BA、KT浓度的增大，增 

殖率和平均株高变小。当6-BA浓度超过0．50 nc／L时，玻璃 

化苗数量增多；6-BA为2．00 mg／L时，苗生长畸形，节间严重 

缩短；6一BA为4．00 mg／L，整个叶片变黄，植株畸形，矮化，严 

重玻璃化。KT浓度为 4．00 m#L时，植株矮化，有 25％的苗 

玻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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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茎段芽萌发诱导；b．试管苗通过腋芽途径增殖；C．试管苗 

不定根诱导．d、e．试管苗根生长状况；f．试管苗移栽成活。 

Note：a．Bud germination and induction of stem segment；b．The pmpa— 

gati【m oftest—tube seedling by nlearls of axillary bud；C．Adventi- 

tious root induction of test—tube seedlings；d and e．Root growth 

status of test—tube seedling；f．Survived test-tube seedling after 

transplanting． 

图1 白首乌的离体再生与快繁 

Fig．1 ／n i,hqo re靴  0Il and mona prolmgalion of@nandmm 

aur／cu／atmn 

表2 不同激素及其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lhble 2 E曙砸 of differt~nt kinds and ooneentralions of hormones On the 

roo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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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根 试验中发现，IBA对白首乌根的诱导效果明显好 

于NAA。其中以IBA浓度为0．20 m#L时诱导的不定根生长 

最好，5～6 d后可见不定根原基突起，20 d后每株可形成6～ 

10条不定根，生根率为88．5％(图lc、d和e)。当IBA浓度为 

1．00 mg／L时产生大量愈伤组织，根粗短，生长不正常。NAA 

诱导的不定根短而粗，当浓度达到0．20 mg／L时，愈伤组织过 

大，根生长缓慢。 

白首乌生根苗生长20 d后即可移栽。移栽前2—3 d，打 

开瓶盖进行适应性锻炼。移栽时，取出小苗，自来水将苗基 

部琼脂洗净，移人温室的花盆内。栽培基质为腐殖土、珍珠 

岩按 3：1混合。移栽后相对湿度保持在 90％左右，逐步降低 

湿度至温室正常湿度，温度控制在25℃左右。经过 20 d左 

右的培养，即可长出新根成活，成活率达 100％(图1f)。 

3 讨论 

离体培养中一般药用植物茎段增殖的方式是以丛生芽 

形式进行的，如山茱萸_4一、白头翁 5 J等。但自首乌茎段是以 

腋芽一腋芽途径进行增殖，即植株的茎节处产生腋芽，再通 

过带腋芽茎段的切割、转接从而达到增殖的目的，这与香 

椿 6̈ 茎段的增殖方式相似。 

一 般认为，在试管苗生长与分化过程中，细胞分裂素有 

利于诱导芽，但在实际应用中不仅要考虑芽的增殖数量，更 

要注意分化芽苗的质量。该试验结果表明，加入细胞分裂素 

有利于白首乌茎段增殖，但高浓度的6-BA、KT会影响芽苗的 

生长，并且导致玻璃化苗的产生，因此，适宜白首乌茎段增殖 

的培养基为 Ms+6一BA 0．20 m#L+NAA 0．1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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