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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叶薯蓣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right)俗称黄 

姜，系薯蓣科薯蓣属多年生草质藤本 ，其野生资源根茎内薯 

蓣皂苷元(俗称皂索)含量在同属植物中较高，一般为 1％～ 

2％，据报道单株含量最高有 16．5％t”。 

解放后，因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加上人们对盾叶薯蓣 

掠夺性采挖，造成盾叶薯蓣野生资源日益减少。据统计我国现 

有的盾叶薯蓣野生资源蕴藏量为 200万千克左右，而目前市场 

年需求量却高达2亿千克以上t"-I。虽然我国某些地区对盾叶薯 

蓣进行了人工栽培，但因其品种退化导致体内皂素含量低，无 

法满足市场需要。而对盾叶薯蓣进行组织培养，建立一个成熟 

的快繁体系或者对盾叶薯蓣的细胞进行发酵培养 ，可以很大 

程度地提高皂索的来源，缓解目前皂素供需失衡。现对国内 

近年来盾叶薯蓣组织与细胞培养的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盾叶薯蓣组织培养的研究 

1．1 盾叶薯蓣组织培养条件的选择 

1．1．1 盾叶薯蓣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的选择 刘艳丽等瑚以盾 

叶薯蓣的微块茎、幼芽、叶片、胚为外植体 ，发现微块茎和胚 

较易诱导出愈伤组织，而叶片较难诱导出愈伤组织。实验中， 

发现从田间取材的盾叶薯蓣外植体，带菌现象较严重，以5-6 

月份取材相对较好，而 7月份取材带菌量则明显增多。 

1．1．2 基本培养基对盾叶薯蓣组织培养的影响 研究表明： 

氮和高浓度的磷常可促进愈伤组织生长而抑制次生代谢物的 

产生，高浓度的蔗糖则可提高次生产物的含量。谢碧霞等 以 

茎尖为材料 ，在 Ls、W、M9、B5、MS和改良的 MS 6种培养基 

上培养，以改良的 MS培养基的诱导率最高，其诱导产生的愈 

伤组织不易老化，并能较好地产生皂索。 

1．1．3 激索对盾叶薯蓣愈伤组织的影响 不同外植体对激 

索的要求不一样。陈永勤等i61t．．~9发现用盾叶薯蓣成熟叶片为 

材料诱导愈伤组织比茎段所需的NAA浓度要高，这可能与 

外植体本身所含的激索有关。分化程度低的外植体其体内所 

含的激素高，脱分化只需添加低浓度的激素即可；分化程度 

高的外植体脱分化则需添加高浓度的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 

此外不同品种的盾叶薯蓣对激索的反应也不一样。 

1．2 盾叶薯蓣快速繁殖的成功途径 

1．2．1 直接诱导不定芽途径 王慧等 以顶芽和具节的幼茎 

为外植体，培养在芽分化培养基 MS+BA 1．0 rng／t,+Naa 0．2 

ng／L上，32 d后新芽长成 5 cm的芽苗。将芽苗从原茎段切 

成带腋芽的茎段，转接到芽繁殖培养基MS+BA 1-2 mg／L~IBA 

0．2~0．8珥 L上，20 d后叶腋处出现丛生芽，继续培养，丛生芽 

长成无根苗。将无根苗分成单株，接种到生根培养基 1／2Ms+ 

NAA05 re#L~培养20 d，生根率达到 9O％以上。 

1．2．2 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途径 陈永勤等【q1弛以盾叶薯蓣 

成熟叶片为外植体，以大量元索减半 、蔗糖浓度为20．0 r／L的 

MS为基本培养基，激素浓度取 BA5．0 mg／I．~NAA2．0 rng／L，将 

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切块 ，转移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BA2．0 

mr,／L+NAA0．2 mg／L)上 35 d后 ，开始 形成不 定芽 。小 苗在 

IBA2．0 m#L的生根培养基上，15 d内生根率达到 100％。唐 

君海等嗣以盾叶薯蓣的嫩茎为材料，接种在 MS+2，4-D3．0mg／L 

培养基上，25 d后，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100％。将愈伤组织切块 

转接到分化培养基 BA 2．0 mg／L+NAA0．2 mg／L上培养 30 d， 

分化率高达 85．71％。将分化的丛 生芽分开 ，转接到 MS+ 

NAA0．2 mg／L~BA2．0 mg／L培养基中进行壮苗培养。20 d后， 

将健壮丛生芽切成单株的无根苗转接到 1／2MS+NAA 0．2 

mr／L+IBA 1．0 mg／L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 20 d，生根率可 

达 100％。李涵等 以盾叶薯蓣的茎段为外植体，接种在 MS+2， 

4-D 2．0 mr,／L+BA 0．5 mg／L培养基中，暗培养 30 d后 ，愈 

伤组织诱导率为 80％。将愈伤组织小块接种到 MS+BA 3．0 

mr,／L+NAA 0．2 mg／L的分化培养基上，20 d之后开始出现 

丛生芽。当丛生芽开始出现退化现象时。将它转移到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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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1．0 ms／L+NAA0．2 m#L的继代培养基上继续培养 。之 

后，再将继代材料转接到生根培养基 MS+NAA1．0 ms／L上， 

35 d后诱导出根。 

1．2．3 微块茎繁殖途径 盂玲等【 ol用野生盾叶薯蓣发芽后的 

幼嫩部位为外植体，接种在培养基： 大量元素 ，MS微量元 

素，Fe盐，有机添加物，AgNO3 10 m#L，BA lmg／L，NAA 0．2 

m#L，KT 0．5 m#L上。避光培养 7 d后 ，周围膨大部位产生 

较硬的异形突起，再将其转移到光照培养条件下，10 d后突 

起的先端变绿，体积增加，继续培养长成新的无根苗。将无根 

苗移入 1／2 MS+BA 0．1 mr,／L／+NAA 0．5 m L+KT 0．5 rag／L 

培养基上，约 10 d后长出嫩根。徐向丽等【Il1将盾叶薯蓣无菌 

短枝接种在 BA 4．0—8．0 ms／L+KT1．0-2．0 mg／L的培养基中， 

30 d后诱导出微块茎。继续培养，微块茎长出丛生芽。再将带 

有微块茎的无菌短枝扦插到MS+BA 0．5 mg／L+NAA0．5 mg／L 

的培养基上，生根率达 100％。笔者曾以盾叶薯蓣为材料进行 

快繁体系的研究 ：将盾叶薯蓣带节茎段接种于 BM(B5大量 

元素+MS微量元素、铁盐、有机物)+BA 1．5 mg／L+NAA 0．2 

m L+AgNO3 10．0 ms／L的培养基中，12 d后 ，腋芽萌发长到 

2 cm长。将其切段接种于 MS+BA 1．5 mg／L+NAA 0．5 mg／L 

上 ，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 60％。将愈伤组织转入 MS+BA1．5 

m#L中继续培养，4周后，不定芽分化率可达90％以上。再将 

无根苗转接到 1／2MS+NAA 1．0 ms／L中，30 d后，生根率可 

达 10o％。 

2 盾叶薯蓣细胞培养的研究 

李文谦等【l21发现盾叶薯蓣细胞在培养基为 MS+NAA0．2 

ms／L+BA 0．5 m#L，接种量为每瓶 0．8—1．2 g的条件下，生长 

较好 ，并且测出盾叶薯蓣细胞生长曲线呈“S”型 ，得出继代时 

间为 28 d较为合适的结论。毕世荣等[1 发现柠檬酸能促进克 

隆细胞的生长 ，在培养基中添 加 2，4一D 1．0—2．0 mg／L和 

KT0．5—1．0 m#L，对细胞生长和分裂都有较好的影响。在细胞 

悬浮培养中补充偶合低聚糖 比补加葡萄糖对细胞生长分裂 

有更好的作用。薯蓣培养细胞容易褐变，在细胞连续培养中， 

及时补入新鲜的培养基是有效降低细胞褐变的途径。任建伟 

等it4--‘61发现 MS(添加 2，4一D1．0 m#L，BA0．1 m#L)或 6，7-V 

(添加 2．4一D1．0 ms／L，KT 0．1 mg／L和 NAA1，0 mg／L)有利于 

薯蓣悬浮细胞皂素的生成 ，培养 35 d后测得皂素产率为 

13．94 g／L。对悬浮培养细胞固定化的初步研究表明，用 3％ 

海藻酸钠固定盾叶薯蓣悬浮细胞在 MS+2，4一D 1．0 ms／L+BA 

0．1 mg／L培养液中常温振荡培养较长时间后 ，固定化培养的 

细胞在培养约 120 d后开始向培养液分泌皂素，测得其皂素 

浓度达到 0．12 ms／100 mL，但维持时间短，且不能连续分泌。 

3 小结 

盾叶薯蓣为我国特有物种。目前，国内科研工作者已对盾 

叶薯蓣组织培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且建立了较成熟的 

快繁体系。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手 

段，对盾叶薯蓣品种进行改良，培育出高产的盾叶薯蓣新品 

种，并对其进行大面积的人工种植 ，能有效地改善目前皂素资 

源紧缺的现状。但对盾叶薯蓣细胞培养方面的研究，国内目前 

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盾叶薯蓣体内产 

生皂素的一些生理生化反应。因此要通过对盾叶薯蓣进行大 

规模细胞培养来产生皂素，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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