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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成 熟 叶 片、块 茎 为 外 植 体 ，建 立 一 套 盾 叶 薯 蓣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right) 的快 速繁 殖 技术 ，筛 选 出适合 盾 叶薯 蓣组 培各 阶 段 的适 宜 激 素浓 度 和 配 比 ，分 别 

为 ：盾 叶薯 蓣 块 茎、叶 片 适 宜 的愈 伤 组 织 诱 导 培 养 基 宜 采 用 MS + 6一BA 2．0mg／L + 

NAA1．0mg／L ；不定 芽诱 导 培养 基 为 MS+6一BA 2．0ITIg／L + NAA0．2mg／L；增 殖 培养 基 为 MS 

+ 6一BA2．0mg／L + NAA0．1ITIg／L；生 根培 养基 为 1／2MS +IBA2．0 ITIg／L。在 适宜 遮荫 的沙土 

苗盘中，试管苗移栽成活率很高。在相同的激素配比下盾 叶薯蓣块茎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比成熟 

叶片 的愈 伤组 织诱 导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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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叶薯蓣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right)又名苦良姜、穿山龙、火头根、火藤根 

等，系薯蓣科多年生草质藤本作物 ，生于山坡林内、灌木丛或沟边 ，以块茎人药。为我 国 

特有种，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皂素含量最高的植物药源种之一。苦 良姜的地下根状茎 (块 

茎)内含有薯蓣皂甙等多种甾体皂甙 ，是生产激素药品的主要原料，常用于抗癌 、防衰老、 

避孕和治疗多种疾病的常用药，而且以发展到畜牧业和 日用化妆品中应用。其 中的皂素是 

合成可的松 、强的松 、泼的松、黄体酮、性激素的重要原料，可加工生产激素类药物 5大 

系列 180多种 ，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医药化工原料 ，素有 “药用黄金”之称。 

目前，我州在漾濞 、弥渡、南涧等县推广苦 良姜的种植及深加工 ，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的问题：第一，目前生产所用苦 良姜种块茎所含皂甙量较低；第二，优 

良苦良姜块茎供不应求 ；第三，优 良块茎需从省外购进 ，导致成本过高；第 四，苦 良姜若 

长期采用营养繁殖，使病虫害、病毒 日益严重而影响苦良姜的品质。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 

于 2003年开始研究盾叶薯蓣的组培快速繁殖方法，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快速繁殖植物的有 

效方法，一些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薯蓣属植物的组织培养已有报道，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茎段 、 

叶片培养方法快速繁殖这些薯蓣的优 良单株，并且可以通过分生组织培养获得无病毒植株， 

有些薯蓣还可以在离体条件下形成微型块茎 ，但盾叶薯蓣块茎组织培养技术的报道甚少。 

组织培养技术在优质苦良姜上的应用将会大大提高优质品种的繁殖速度，并可获得无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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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优良苦良姜种的供求矛盾 ，产生巨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大理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盾叶薯蓣植株。 

1．2 外植体消毒和培养 

块茎 、叶用 自来水冲洗 60 min，切去外围组织 ，移至超净工作 台将外植体切成小块 ， 

在无菌条件下用70％乙醇灭菌 30s，后用0．1％的升汞浸泡 8—10min，用无菌水冲洗5__6 

遍，切成 0．5cm 左右的小块分别接种于不同的愈伤组织培养基上。50d后将愈伤组织切成 

约0．5cm×1．0cm的小块 ，随机转接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60d后将高 1．0cm以上的不定 

芽转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以便形成更多的不定芽。 

1．3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1．3．1 培养基 

以 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添加 1．0—5．0 mg／L 6一BA和 

0．0_2．0 mg／L NAA (见表 1、表 2)；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2．0—5．0 mg／L 

和0．2—0．5 mg／L NAA (见表 3)；芽增殖培养基中添加 1．0—2．0mg／L BA和0．0—0．2mg／L 

NAA (见表 4)；生根培养基中添加 0．0、1．0和 2．0mg／L IBA。 

块茎、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不定芽诱导培养基 、芽增殖培养基含糖量均为 30 

L，生根培养基 中含糖量为 20 L；所有培养基的琼脂浓度为 8．0g／L，培养基 pH值为 

5．8__6．0。培养基在 121℃消毒 20min。 

1．3．2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为25—28℃ ，空气相对湿度为40％—60％ ，光照强度为 1500 lx，辅助光 

照时间为 12—14h d～。 

1．4 组培苗的移栽 

已生好根的试管苗移栽时，先将瓶盖去掉 ，在散射光下炼苗 5d，然后小心取出试管苗， 

洗去根上附着的培养基。用镊子夹住苗小心插到分别装有黄沙 、腐殖土苗盘上 ，一穴一苗， 

遮荫盖膜保湿，保持相对湿度在 80％一85％ ，温度在 25~C左右，每天喷水 2_3次，每隔 

5— 7d喷 1次 1／4MS无机盐营养液。30d后调查成活率。 

2 结果 与分 析 

2．1 BA和 NAA对块茎、叶片存活和形成愈伤组织的影响 

NAA对于块茎的存活和愈伤组织的形成是必需的，在无 NAA的培养基上 ，绝大部分块 

茎、叶片在培养过程中变褐、死亡，不能形成愈伤组织 ，提高培养基中 NAA的浓度有利于 

块茎 、叶片的存活和愈伤组织的形成 ；当 NAA浓度达到 1．0—2．0mg／L时 80％以上的叶块 

可以存活，并形成愈伤组织，在 2个月的培养过程中，有少数叶片分化出不定芽 (表 2)； 

但在相同的激素浓度下 ，块茎的存活率和愈伤组织的形成率远远低于叶片，并且不会分化 

出不定芽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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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同激素浓度对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由于大部分块茎、叶块在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不能直接分化不定芽
， 有些诱导成功 

的愈伤组织还变褐、死亡 (尤其是从块茎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因此将愈伤组织切成小块
， 

转移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在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 ，叶片来源的愈伤组织生长良好
， 60％ 

以上的愈伤组织在培养 4周之后开始形成不定芽，形成不定芽的愈伤组织数随着培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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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长而增加 ，但在 4种培养基之间没有 明显差异；块茎来源的愈伤组织生长状态较差， 

仅有 30％左右的愈伤组织在培养 4周后开始形成不定芽 ，并且生长较缓慢 ，在 4种培养基 

之间亦没有明显差异。 

表 3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注 ：培养 40天以后 ，40块愈伤组织的统计结果。 

2．3 不定芽的增殖 

将株高为 1．0cm以上的不定芽从愈伤组织上切割下来，接种至增殖培养基中，接种芽 

5d左右基部开始出现小芽 ，以后小芽迅速伸长生长，芽数量逐渐增多，30d后统计有效芽 

数量。表 4表明附加 BA2．0mg／L与 NAA 0．1 mg／L的培养基 ，月增殖达到了 670％，扩繁效 

果最好。实际应用经多次继代 ，该培养基都能保证旺盛增殖。 

表 4 不同激素对继代培养芽增殖效果 

2．4 不同激素诱导生根的效果 

盾叶薯蓣的不定芽生根比较容易，在不附加任何激素的情况下 ，在 15天内不定芽可以 

形成不定根，但生根缓慢且量少。待增殖培养基上的苗高 3__4cm时转入生根培养基，1／ 

2MS附加 1．0mg／L一2．0mg／LIBA对生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情况下 ，接种 10d后显露根原 

基，30d后统计生根率为 100％ ，平均根数达到 5．3条，根白净、粗壮 ，效果好于其他培养 

基。(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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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种移栽基质的比较 

以沙土为基质的试管苗移栽 18d左右 ，开始陆续发生新根 ，移栽 30d后检查成活率达 

到 94．4％，新根多且粗白，地上部分茎叶也开始旺盛生长，组培苗外观性状与母株一致。 

以腐殖土作基质 ，试管苗移栽 30d后成活率分别为 73．6％。说明黄沙效果最好，实际生产 

中沙土也最经济。 

表 6 不同基质对试管苗成活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盾叶薯蓣的块茎 、成熟叶片也可以通过愈伤组织、不定芽途径高 

频率地形成植株，具体过程总结如下：优良单株选育一块茎、成熟叶片接种一愈伤组织诱 

导一芽诱导一继代培养一生根培养一炼苗一移栽。 

盾叶薯蓣块茎、叶片适宜 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宜采用 MS + 6一BA 2．0mg／L + 

NAA1．0mg／L；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 2．0mg／L+NAA0．2mg／L；增殖培养基为 

MS+6一BA2．0mg／L+NAA0．1mg／L；生根培养基为 1／2MS+IBA2．0 mg／L；在适宜遮荫 

的沙土苗盘中，试管苗移栽成活率很高。 

研究结果表明，盾叶薯蓣块茎愈伤组织 的诱导比成熟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困难得多， 

诱导率较低 ；而且诱导形成的愈伤组织生长缓慢 ，诱导分化成苗困难；这可能与外植体中 

所含的内源激素、化学成分及细胞分化程度有关；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得出进行盾叶薯蓣组 

培快繁最优 良和经济的外植体为茎段和成熟叶片。 

同茎段培养相 比，诱导盾叶薯蓣块茎 、成熟叶片形成愈伤组织时，需要较高浓度的 

NAA，但形成的愈伤组织在分化不定芽和不定芽生根等方面与茎段形成的愈伤组织差别 

不大。 

盾叶薯蓣的离体快速繁殖体系的建立，将会大大提高优质品种的繁殖速度，并可获得 

无毒苗 ，缓解优 良苦良姜种的供求矛盾 ，产生巨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对大理州经济的发 

展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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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ropagation of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 right 

Yang Lin，Su Hong—yan 

(Department ofLife Science and Chemist~，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0，China) 

Abstract：To establish a protocol of rapid clonal propagation of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 

W right using mature leaves and stems tubers as explants．The concentration and the fill a prescrip— 

tion of the hormone were selected by the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allus induction 

culture medium makes of MS + 6一BA 2．0 mg／L + NAA1． 0mg／L：the adventitious bud induc— 

tion culture medium makes of MS + 6一BA 2．0 1TI【g／L + NAA0．2mg／L：the multiplication culture 

medium makes of MS + 6一BA2．0 mg／L + NAA0．1 mg／L：the rooting culture medium makes of 

1／2 MS + IBA2．0 mg／L．The regenerated plantlets grew vigorously after they were transplanted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up to 80％ ． 

Key words：Dioscorea zingiberensi C．H．W right；tissue culture；rapid clonal propagation 

· 64 · 

楚 雄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2006年 第 9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