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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进行了盾叶薯蓣芽的诱导培养和带愈伤组织幼苗的生根培养。结果表明，芽诱导培养的l7种培养 

基配方中，以Ms+4mg／L BA+1 mg／L KT为最好，其芽的诱导率达到68．72％；生根培养的4个培养基配方中， 

以MS+O．5 mg／L NAA为最好，其生根率达到92．09％，且根粗、须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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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ssile Culture Technology of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LIANG Yan-li，LI Lan yu，XIE Shi-qing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Y A U，Kunming 650201，China) 

Abstract：Induc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uds and roots of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was studied in pres- 

ent paper．Results showed that MS medium with 4 mg／L BA and 1 mg／L KT was the best for the differ- 

entiation of buds．The bud induction rate was up to 68．72％ and the buds were doing wel1．MS medi． 

um enriched with 0．5 ms／L NAA appeared to be the optimum medium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oots． 

The root induction rate was 92．09％ ．Furthermore，the roots inducted in the medium were thicker and 

more fibrous roots than in other 3 kinds of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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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叶薯蓣(Dioscorea zingiberensis C．H．Wright) 

是薯蓣科薯蓣属的一种多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又 

名黄姜、苦良姜等，是我国特有的野生药用植物资 

源，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薯蓣皂甙元(简 

称皂素)含量最高的植物药源种之一，其薯蓣皂甙 

元含量最高可达l6．5％。薯蓣皂甙元是合成甾体 

激素类药及避孕药的主要原料，而水溶性甾体皂甙 

成分对心肌缺血、胸痹、高血脂症等有明显的治疗 

作用，生药具有清肺止咳，利湿通淋、通络止痛，解 

毒消肿的功能。因此，盾叶薯蓣市场需求量大，具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但盾叶薯蓣已开发利用多年， 

野生资源由于过度采挖已面临枯竭，而人工分根繁 

殖栽培，繁殖系数低，生根困难，质量不稳定，成本 

高，难以推广种植。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盾叶薯 

蓣，既可保存种质资源，又能快速繁殖优良品种。 

为此，开展盾叶薯蓣的组织培养研究，对解决生产 

中种苗缺乏的突出矛盾，提高盾叶薯蓣的产量和品 

质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盾叶薯蓣优良品系盾薯38，由云南农业大学 

魔芋研究所提供。 

1．2 方法 

1．2．1 材料处理与培养条件 

剪取健壮植株地上茎段，用自来水浸泡并洗净 

后，剪成单节茎段，再用0．1％氯化汞浸泡(10— 

20 min)，无菌水冲洗3—5次；培养基(pH 5．8)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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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oC灭菌22 min，培养温度为(25土1)℃，光照下 

(2×40 W／m 节能荧光灯管)进行培养，光照时间 

为 l3—15 h／d。 

1．2．2 芽的诱导培养 

以无菌盾叶薯蓣单节茎段为外植体，以MS为基 

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激素：6．苄基腺嘌呤(BA)、 

激动素(KT)、萘乙酸(NAA)于培养基中，每种处理重 

复3次，培养40 d。根据芽的诱导率、株高和苗的生长 

情况筛选出适宜的培养基组合。 

1．2．3 生根培养 

取无菌带愈伤组织的盾叶薯蓣幼苗为外植体，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激素：萘乙酸 

(NAA)、赤霉素(GA )于培养基中，每种处理重复3 

次，培养 30 d，根据生根牢、发根时间及根的生长状况 

筛选出适宜培养基组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组合与激素浓度对盾叶薯蓣芽诱导 

及株高的影响 

2．1．1 不同激素组合对盾叶薯蓣芽诱导及株高的 

影响 

表1 不同激素组台与浓度对盾叶薯蓣芽诱导率及株高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plant hormone combin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n the bud induction rate 

and the height of plant of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注：以Ms为基本培养基；a代表在5％下的差异显著性，A代表在l％下的差异显著性。 
Note：Ms is the basic media，a stand for the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5％ ；A stand for the difference ac∞rding to the 

level of l％ ． 

从表 1可看出，l7种培养基配方均能成功诱 

导盾叶薯蓣芽的形成，芽的平均诱导率在27．55％ 
～ 68．72％之间。但不同激素组合对盾叶薯蓣芽的 

诱导率和株高有显著影响。比较前3种激素组合 

发现，当培养基中只添加 BA时，其芽的诱导率和 

株高最高仅为59．26％和O．99 dm，而在 BA浓度相 

同的情况下，向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1 mg／L KT和 

O．2 mg／L NAA，均能明显促进芽的诱导及植株长 

高。在BA+KT组合中，芽的诱导率和株高可高达 

68．72％和1．5 dm；在BA+NAA组合中，芽的诱导 

率和株高可达到65．98％和 1．32 dm。而在 BA+ 

KT和BA+NAA 2种激素组合的比较中，BA+KT 

较好。 

2．1．2 不同激素浓度对盾叶薯蓣芽诱导及株高的 

影响 

从图 1和图2可看出，高浓度的 BA(5 mg／L) 

抑制盾叶薯蓣芽的诱导和植株的长高。当 BA浓 

度为2 mg／L时，BA，BA+KT和 BA+NAA 3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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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组合芽的平均诱导率为63．97％，平均株高为 

1．19 dm，而当BA浓度为5 mg／L时，3种激素组合 

的芽平均诱导率降至47．18％，平均株高降为 

0．72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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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BA浓度对芽诱导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BA concentration on bud indu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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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2 BA浓度对株高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BA concentration on height of plant 

从图3和图4中可知，不同浓度的 NAA对盾 

叶薯蓣芽的诱导和株高均有影响。在BA浓度为3 

mg／L的情况下，芽诱导率先随NAA浓度升高而升 

高，当NAA浓度达到0．5 mg／L时，芽诱导率达最 

大值。此后，随NAA浓度上升芽诱导率有下降趋 

势。而随着NAA浓度升高，株高呈现明显的下降 

趋势。说明适宜 NAA浓度促进盾叶薯蓣芽的诱 

导，浓度过高或过低均会降低芽的诱导率。而高浓 

度NAA则抑制植株长高。 

从表2可知。每种培养基的重复间差异不大 

(尸≥0．05)，而各培养基之间芽的诱导率和试验误 

差有显著差异(P≤0．05)。培养基之间的差异主 

要是由激素组合及浓度不同所造成的。说明在盾 

叶薯蓣组织培养中，培养基的激素组合及浓度对芽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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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NAA浓度对芽诱导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NAA concentration on bud indu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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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NAA浓度对株高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NAA concentration o1"1 height ofplant 

的诱导及株高均有较大影响。在这17种芽诱导培 

养基中以7号培养基的诱导效果最好，其芽诱导率 

达68．72％，株高为1．5 dm，均达到最高值。因此， 

在这 l7种培养基配方 中，MS+4 mg／L BA+ 

l mg／L KT为盾叶薯蓣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组合。 

2．2 不同激素组合及浓度对诱导生根及长势的影响 

将带愈伤组织的培养苗接种在1～4号生根培 

养基上培养，一段时间后均有根系的发生，但在不 

同的培养基组培苗诱导发根的时间早迟、生根率、 

根数以及根的长度等差异较大。从表3的试验结 

果可以看出，随NAA浓度的增加，盾叶薯蓣的生根 

率有增加趋势，但当NAA浓度太高，达到 1．0 mr,／ 

L时，生根率反而下降，这是因为高浓度的NAA抑 

制生根，NAA为适宜浓度时最易诱导生根。在3 

号(含 NAA0．5 mg／L)培养基上，盾叶薯蓣幼苗发 

根早，根粗壮，须根多，生长较快，植株生长好，平均 

生根率达92．o9％；而当在0．1 mg／L NAA的基础 

上加 0．5 mg／L GA 时，生根率反而降低，只有 

60．71％ 。 

通过表4可知，不同激素组合及浓度对盾叶薯 

蓣生根有显著影响。在各重复间差异不显著(F≤ 

6  4  2  l  8  6  4  2  O  

l  l  l  O  O  0  O  

最 II_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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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而在各培养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 

F。
． ∞ )。其中，以3号培养基诱导生根效果最好。 

综合上述因素可筛选出盾叶薯蓣生根培养的最适 

培养基是 1／2MS+O．5 mg／L NAA。 

表2 芽诱导率及株高的方差分析表 

Tab．2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bud induction rate and the height of plant 

表3 不同激素组台及浓度的对盾叶薯蓣生根率及长势的影响 

．3 Effects of pl州 hormone combin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n the root induction rate and the growth of Dioscorea zingiberensis 

{注：以1／2 MS为基本培养基，a代表生根率在5％下的显著性；0．1代表0．1 mg／L。 

Note：1／2 Ms is the basic inc a，a stand for the diffe~ece of root induced rate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5％，0．1$lan~for 0．1 n L 

表 4 生根率的方差分析表 

Tab．4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root induction rate 

变异来源 DF SS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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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ti。 (自由度)(平方和)(均方和) ⋯ ⋯‘ 

3 讨论 

随着甾体激素类药物的广泛应用，国内外市场 

对薯蓣皂素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盾叶薯蓣市场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盾叶薯蓣进 

行快速繁殖，是解决生产中种苗缺乏的有效途径。 

在进行盾叶薯蓣组织培养时，培养基的正确选 

择是获取成功的基础条件。除了基本的营养物质 

外，为了促进培养组织和器官的生长，常常还需要 

在培养基中加入 1种或 1种以上的植物激素，如生 

长素、细胞分裂素及赤霉素等。如果激素的浓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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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合适则对盾叶薯蓣芽的诱导与生根有促进作用。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 17种盾叶薯蓣芽诱导培养基 

中，以7号培养基 MS+4 mg／L BA+1 mg／L KT对 

芽的诱导效果最好，而且植株较高，长势好。对带 

愈伤组织幼苗的生根培养，以 1／2 MS+0．5 mg／L 

NAA培养基诱导效果最好，且根粗、须根多、叶大， 

长势较好。 

开展对盾叶薯蓣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不仅可用 

于种苗的快速繁殖，而且还可借鉴马铃薯脱毒种薯的 

生产经验，对盾叶薯蓣优良品种进行茎尖脱毒培养， 

以达到良种复壮，提高盾叶薯蓣产量和品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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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育系为母本的远缘野栽交基因转育 

由于基因组间的远缘基因转育因染色体组间 

无同源性，早期世代的杂交和杂种后代获得十分艰 

难，不仅杂交或回交结实率和种子发芽成苗率极 

低，而且由于颖花抽穗前严重退化甚至根本不能回 

交，使得这种基因组间的基因转育极度困难。余文 

金 等以不育系为母本不经幼胚组培挽救的技 

术环节比较容易地直接获得了药用野生稻与栽培 

稻的杂种和杂种后代，为克服远缘野栽交基因转育 

开辟了一条比较简便的途径，本研究正是利用了这 

种简便技术比较容易地获得了早晨开花遗传材料， 

为进一步获得可直接用于育种的早晨开花系奠定 

了关键的种质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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