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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组织培养研究 

齐香君，王薇，陈如意 (陕西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西安71oo21) 

摘要 【目的】为解决中药秦艽的种源问题。【方法】以秦艽的幼嫩叶片为外植体，在不同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以及根 

的诱导，寻找秦艽愈伤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最佳途径。【结果】秦艽愈伤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最佳途径为：以秦艽幼嫩叶片为外 

植体，以MS+I，0 mg／L NAA+1．0 mg／L 6-BA为愈伤组织的诱导培养基，以 MS+0，3 ms／L NAA+1．0 mg／L 6-BA为愈伤组织的分化培养 
基，以1／2MS为生根培养基。通过该途径，可在较短周期内得到再生的秦艽植株。『结论】该研究结果可用于秦艽的生物技术育种，并 

能推动秦艽的人工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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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IIaryStudyonTissueCultureofGent／anamacrophyllaPaⅡ． 

QI Xiang-jun et al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Shaanxi 7 10021) 

Abstract 【0biective]The research aimed to solve the seed source probl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1．『Method1 
W ith the tender leaves of G．macrophylla as explants，the callu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and the root induction were COnducted on different 

medium to seek the optimum approach for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G．macrophylla．【Result]11lle optimum approaches for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G．macrophylla were as follows：taking the tender leaves of G．mocrophylla as explan ts，tak ing MS+ 1．0 

mg／LNAA +1．0mg／L 6一BA astheinductionmedium ofcallus．takingMS+0．3mg／LNAA +1．0mg／L6-BA asthe differentiationmedium ofcallus 

and taking 1／2 MS as the rooting medium．Through this approach，the regenerated plants could be gained in a shorter period Conclusion]111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be aDplied in the biotechnology breeding of G．macrophylla and promote 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G．macrophylla． 

Key words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1．：Leaves；Tissue culture；Regenerated plant 

秦艽( n maerophylla Pal1．)为龙胆科龙胆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是我国传统中药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 

之一[1J。秦艽以干燥根入药，其味辛、苦、平，有祛风湿、清湿 

热、止痹痛之功效[21，用于保肝、健胃、利胆、消炎、治疗风湿 

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脑脊髓膜炎等病症 ，主产于陕西 、 

甘肃、四川、内蒙古等地。近年来，由于需求量猛增，过度采 

挖，致使野生秦艽资源临近濒危状态，故用生物技术对秦艽 

进行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具有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用于诱导愈伤组织的外植体取自陕西省 

凤县秦艽种植基地的秦艽幼嫩叶片。 

1．2 培养条件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附加不同种类 

和浓度的激素。诱导培养基：(~6-BA 0．5 mg／L(单位下同)； 

(~)6-BA 1．0；③2，4-D 0．5+6一BA 0．5；④2，4-D 1．0+6_BA 0．5；⑤ 

NAA 1．0+6-BA 0．5；⑥NAA 1．0+6一BA 1．0。分化培养基：⑦ 

MS+NAA 0．5+6-BA 1．0；⑧Ms+NAA 0．3+6一BA 1．0。生根培养 

基：⑨1／2MS。 

以上培养基均添加 3％蔗糖 、0．8％琼脂粉 ，pH值为 

5．8～6．0。培养温度为(25±2)oC，光照强度 2 ooolx，光照时间 

为 12 h／d。 

1．3 无菌材料的处理 取秦艽叶片，用洗沽精水小心清洗 

其表面并用流水冲洗后，用洁净纱布吸干，于无菌条件下用 

75％乙醇消毒 10 s，无菌水冲洗 1～2次，再放入 0．1％升汞 

溶液中浸泡 6 min，无菌水冲洗 4次。把叶片切成 0．5 cln X 

0．5 m大小的方块，分别接种于诱导培养基①～⑥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接种到培养基③～⑥号上的叶片在 

培养 7 d后开始膨大，边缘卷曲，15 d后在切口及叶脉处开 

始形成愈伤组织；①和②号培养基上叶片膨大、卷曲，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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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愈伤组织生成。30 d后，培养基③～⑥号中均形成了一 

定量的愈伤组织，其中③和④号培养基中的愈伤组织呈黄 

白色，质地较为疏松，⑤和⑥号中的愈伤组织呈黄绿色，质 

地较为紧密，有白色毛状根发生(图 1)；①和②号培养基上 

的叶片仍没有愈伤组织出现。培养45 d后，①～⑥号培养基 

上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别为0、0、14．07％、26．92％、40．96％、 

52．17％ 

图 1 诱导出的录艽愈伤组织 

Fig．1 InducedcallusofGent／anamacrophyllaPal1． 

2．2 愈伤组织的分化 45～50 d后，将诱导培养基④和⑥ 

上产生的愈伤组织分别转入不同的分化培养基中进行分化 

培养。接种 30 d后记录试验结果并作比较，结果表明：由诱 

导培养基④中产生的愈伤组织在⑦ 、⑧号分化培养基上的 

分化率分别为 11．76％、23．81％；由诱导培养基⑥中产生的 

愈伤组织在⑦、⑧号分化培养基上的分化率分别为45．0o％、 

66．67％。可见，⑧号培养基中的愈伤组织分化率明显大于 

⑦号；由诱导培养基⑥中产生的愈伤组织分化率明显大于 

诱导培养基④。 

2．3 根的诱导 当小苗长至 1．5～2．5 cm高时，在无菌条件 

下将健壮的丛生苗分成单株 ，转移至生根培养基⑨上诱导 

生根，30 d后，幼苗生长健壮，基部形成一定量黄色或淡绿 

色的根(图 2)，且根较粗较长，生根率超过 90％，说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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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秦艽的再生植株 

Fig．2 Regeneration plant of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1． 

基⑨兼有生根和壮苗的作用。 

3 讨论 

一 般来说，植物的愈伤组织诱导、分化和植株再生受外 

植体、激素种类和浓度及培养条件等因素制约。该研究中， 

秦艽愈伤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合理方案应为：以秦艽幼 

嫩叶片为外植体，接种在 MS+NAA 1．0 mg／L+6一BA 1．0 mg／L 

的培养基上诱导愈伤组织，在 MS+NAA 0．3 mg／L+6-BA 1．0 

Ing／L的培养基上进行分化，在 1／2 MS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再生秦艽植株，对推动人工栽培秦 

艽 、保护濒临灭绝的秦艽野生资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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