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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叶 薯 蓣 组 培 诱 导 -re．-ia!~．验 研 究  

王 军，张金莲，李少峰 ，董新玉，孔宁忠 

(大理州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云南 宾川 671600) 

盾叶薯蓣也叫黄姜 、黄根 、火头根 ，为薯蓣科 

(Dioscoreaceae)薯蓣属多年生藤本植物，是生产甾体 

激素类药物的主要原料。生长在海拔 500一l 870 in 

的河谷两岸或山坡石灰岩地带的稀疏灌木丛中，分布 

范围小，资源藏量少，盾叶薯蓣薯蓣皂素含量高，适 

应性强，栽培性状好，是栽培发展的优良种。大理州 

经作所从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实际出发，利用 

组织培养于2002年 6月开展了薯蓣属植物的组织培 

养快繁技术研究 ，经过 3年来的试验研究，已成功组 

培出了盾叶薯蓣植物，并加大了示范推广力度，为大 

理州及周边地区盾叶薯蓣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的选取 

先采挖野生盾叶薯蓣块茎栽于温室大棚内，待长 

出新茎蔓时开始取材，材料要求不带病菌。 

1．2 无菌培养的建立 

用解剖剪去除茎蔓叶片，剪成长2~4 cm的带节茎 

段 (含茎尖)。在制备间用稀洗衣粉水洗涤，放自来 

水下冲洗约半小时，倒去自来水，换上去离子水漂洗 

2~3次备用。在接种间进行外植体表面消毒处理，预 

试3种消毒方法： (1)用75％酒精溶液浸4秒，再用无 

菌水冲洗3~4次后接种于培养基上； (2)用75％酒精 

溶液浸30秒，续用0．I％HgC1，溶液浸8分钟，再用无菌 

水冲洗3~4次后接种于培养基上 ；(3)用0．I％HgC1，溶 

液浸l2分钟，再用无菌水冲洗3~4次后接种于培养基 

上 。 

1．3 诱导分化培养基的设计 

培养基为MS+激素组合+琼脂7 g／L+蔗糖30 L， 

pH=5．8。其中激素组合见表l，共设A。B。一A B3 9个培 

养基配方组合。 

1．4 培养条件及方式 

把建立起来的愈伤组织 (含不定芽)转接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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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MS+6一BA lmg／L+NAA 0．1mg／L+蔗糖 30 g／L (pH= 

5．8)和MS+6一BA lmg／L+NAA 0．1 mg／L+琼脂7 g／L+蔗 

糖30 g／L(pH=5．8)中 ，在2个光照培养箱 (光强 

l 000一l 5oo lux、温度 24℃、光照9~lOtb时／天和光强 

2 000—2 5oo lux、温度28℃，光照 ll~12tb时／天 )中 

培养3周后观察统计5瓶诱愈数的成功率。 

表1 2种激素3种浓度试验组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选取及无菌培养的建立 

将取回实验室的外植体洗净后 ，在接种间超净工 

作台上用消毒剂处理，接种于基本培养基上 ，放培养 

间l周后观察，结果消毒方法 (2)的成活率高达60％， 

方法 (3)次之为46．7％，方法 (1)最 少为33．3％。且 

3种消毒方法中，发现新取外植体中部茎段和尖部茎 

段污染少，但尖部茎段成活数少。由试验结果可知 ， 

消毒材料要根据外植体幼嫩程度 ，适 当增减灭菌时 

间，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 

2．2 培养条件及方式 

组培盾叶薯蓣茎节段成活与否受培养条件的影 

响。从试验结果可知，液体静止培养由于气体交换更 

加受到限制，茎节段成活率仅有25％，而固体培养茎 

节段成活率55％，可有效的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生 

长。当然，为克服液体静止培养的限制，可改用封口 

透气膜，或减少液体浸没茎节段的深度等，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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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 (光强 、温度 、光照)对盾叶薯蓣诱愈 

(含不定芽)分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试验证明，在 

培养间常规培养 (光强l 000～2 000 lux、温度25~2~C， 

光照9-1 l小时／天)下 ，盾叶薯蓣诱愈 (含不定芽) 

分化生长较好 ，与试验设定的2个光照培养箱培养分 

化差异不大。若光强过强 (3 000 lux以上)，温度过高 

(30℃以上)，光照过长 (12小时／天以上)，愈伤组织 

(含不定芽)颜色由浅绿色变成了淡黄色，会使诱愈 

生长逐渐停止分化。 

2．3 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统计5瓶诱愈数 (含不定芽)的平均值，见表2。 

从试验结果可知 ，6一BA的3个水平浓度变化对盾 

叶薯蓣诱愈的影响~LNAA 3个水平浓度变化影响效果 

明显。随着6一BA浓度的增加，诱愈数也随着增加；而 

表2 试验结果统计分析 

表3 试验中6一BA与NAA--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l区组随机型、处理固定型 ) 

随着NAA浓度的增加诱愈数减少。通过方差分析和进 
一 步的SSR测验 ，6-BA和NAA二因素均达到显著差 

异，二因素互作差异不明显。A B 处理诱愈数最多， 

平均值为8．3个／瓶，且诱导出的芽丛长势正常，无畸 

形，便于继代增殖。在l％水平上，A B，处理达极显著 

差异。 

3 讨论 

通过对盾叶薯蓣组培诱导分化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用盾叶薯蓣蔓茎中部段为外植体，75％酒精45秒 

加0．I％HgCI，8分钟作表面消毒剂处理，培养在光强 

l 000～2 000 lux、温度25~2~C、光照9-1l小时／天的诱 

导分化培养基MS+6-BA 3 mg／L+NAA 0．05 mg／L+琼脂 

7 g／L+蔗糖30 g／L，pH=5．8中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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