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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 香 植 物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研 究 

李 红，李 永 文，寇 凤 仙，周 彦 珍，温 秀 荣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农林与生物工程系，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选用藿香健壮枝条和叶片作为试验材料，进行组培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藿香取 

材季节以夏季较好，适宜的外植体种类为茎段。诱导愈伤组织形成的激素组合为 6-BA 1．0 

mg／L~NAA0．3 rag／L+2，4-D 0．3 mg／L，具有愈伤组织生长速度快并易于分化；不定芽分化激 

素组合为6-BA 0．5 mg／L+NAA 0．1 mg／L，继代培养组合 6-BA 0．1 mg／L+ NAA 0．5 mg／L+B) 

0．3mg／L，增殖在8倍以上；生根培养组合1／2MS+NAA0．6 mg／L，一般2O d左右生根，平均根量 

4～5条，生根率达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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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Agastache rugasa(Fisch．et Meyer)O．Ktze)又 

名川藿香、苏藿香，属唇形科藿香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株 

高 0．3～1．5 m，有香气，茎直立，四棱形，略带红色，疏被 

柔毛及腺体。叶对生，心状卵形至椭圆状卵形，叶的边 

缘有锯齿[1]。夏季，叶顶开唇形花，花 白色或紫色，在茎 

上部排列成多轮的穗状花序。全草含藿香素、藿香甙、 

异藿香甙、5一羟基一4一甲氧基一Y_葡萄糖基黄酮甙、1一胡薄荷 

酮，卜异薄荷酮以及挥发油等，挥发油中主要含甲基胡椒 

酚、茴香醛、对甲氧基桂皮醛及少量柠檬烯、倍半匝烯 

等。中医学上以茎叶入药，性微温，味辛甘，具有怯暑化 

湿、和胃止呕吐的功能_2]。我国主要分布于辽宁、吉林、 

广东、四川、河北等地。目前藿香多为人工栽培，应用植 

物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快速的繁殖大批 

量优质藿香种苗，对满足市场的需求，扩大藿香的种质 

资源提供有效途径。同时对保护藿香野生植物资源具 

有重要意义。 

l 材料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05年 5月 2006年 12月在保定职业技 

术学院组培实验室和教学农场进行。选用藿香的健壮 

枝条和幼嫩叶片作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和接种 选取健壮无病虫害的嫩 

茎、叶片，首先进行材料的修整，之后用洗涤灵液浸泡 

2O min，在自来水下流水冲洗 30 min，于无菌室超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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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用 7O 酒精处理 30 S，再用 0．1 升汞处理 4～ 

12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并反复摇动以彻底 

洗掉升汞，再用无菌滤纸吸干多余的水分，用无菌的剪 

刀剪掉茎段两边接触升汞的部分，接种到启动培养基 

上 。 

1．2．2 培养基 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1)启动培养 

基，附加不同浓度激素 6-BA、NAA和 2，4一D；(2)分化 

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激素 6-BA、NAA；(3)继代培养基 

附加6一BA、NAA和 B9；以上均加入蔗糖 30 g／L，琼脂 

6 g／L，pH值为5．8；(4)诱导生根的培养基为1／2 MS培养 

基，附加不同浓度的NAA，蔗糖为 15 L，pH值为5．8。 

1．2．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控制在(25±1)℃，光照强 

度为 1 500~2 000 Lx，光照时间 13 h／d。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时间0．1 的 HgCI2处理对藿香灭菌效果的 

影响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植体的消 

毒，继而建立无菌培养系，此环节是植物组织培养中难 

度较大的技术环节之一。通过对夏、秋两个季节所取外 

植体进行不同时间 HgCI2消毒试验表明，在夏季，0．1 

的HgCI2对藿香外植体进行表面消毒，随着消毒时间的 

延长，污染率呈下降趋势，而成活率虽然降低，但均比处 

理 4 min时高，藿香夏季外植体的最好消毒时间为 

6 min；秋季用 0．1 的HgCI2对藿香外植体进行表面消 

毒，随着处理时间不断的延长，外植体污染率降低，成活 

率在升高，秋季外植体的消毒时间为 10 min。由此可以 

说明，同样的外植体由于所处季节不同，消毒所用时间 

差异很大，秋季的材料要比夏季的材料难消毒，适宜的 

取材季节还是应选在夏季(见表 1)。 

2．2 藿香愈伤组织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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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时间o．1 的HgCIz处理对藿香 

灭菌效果的影响 

将藿香茎段接种到培养基上，10 d后，部分茎节开 

始肿胀膨大，约 17 d后，茎段两端有浅绿色的少量愈伤 

组织形成，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愈伤组织面积逐渐扩 

大，把叶片接种到培养基上 15 d后，叶的边缘逐渐变厚 

突起并扩大到叶片中部，，慢慢的大部分叶片形成愈伤 

组织。从试验结果(见表 2)可知，诱导藿香愈伤组织的 

形成与外植体的取材部位有关，茎段优于叶片，培养基 

激素组合以 6一BA 1．0 nag／L+NAA 0．3 mg／L+2，4-D 

0．3 nag／L为好，所形成愈伤组织浅绿色、菜花状、形成速 

度快且致密易于分化。 

表2 不同激素组合对藿香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注；愈伤组织诱导率( )=外植体形成愈伤组织数／接种外植体数× 

lOO 。 

2．3 藿香愈伤组织的不定芽分化 

将藿香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进行培养，适宜的 

激素组合为 6-BA 0．5 m L+N从 0．1 mg／L。愈伤组 

织接种 10~15 d后，发现有少量的小芽点产生，30 d后， 

愈伤组织逐步扩大再分化产生大量不定芽，继续培养形 

成许多小植株成丛状结构(见图1)。 

图 1 藿香茎段愈伤组织分化出大量的丛生芽 

2．4 继代培养 

把由茎段愈伤组织分化产生的丛生苗进行切割，接 

种于继代培养基上。继代培养基采用 MS+6-BA 0．1 

mg／L+NAA 0．5 mg／L+ 0．3 mg／L+蔗糖 3O L+ 

琼脂7 L，pH 5．8，通过3～5周的继代培养，增殖倍率 

在 8倍以上。 

2．5 生根培养 

选择无根壮苗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上，生根培养基采 

用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均减半的1／2MS培养基，附加不 

同浓度的NAA进行试验，筛选藿香生根的最佳激素组 

合。试验表明，接种 10 d后，试管苗分化出根的生长点， 

并逐渐发育成根。20 d后观察根数及生长状况。结果 

见表3，从表 3可以看出，NAA对根的诱导有一定促进 

作用，在不同浓度的 NAA(0．3～1．0 rag／L)培养基中均 

有根的分化现象。用NAA 0．6 nag／L诱导生根，生根整 

齐、均匀、质量好，因此对藿香的诱导生根最适宜的培养 

基为 1／2 MS+NAA 0．6 mg／I +蔗糖 15 L+琼脂 

6 g／L+活性碳 6 g／L。 

表 3 不同浓度 NAA对藿香生根的影响 

注：生根翠，平均根量段平均根长为随机选取 20棵试臀苗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2．6 练苗移栽 

当生根小苗长至 2～3 C'ITI左右时，把试管苗移到温 

室中，打开封口膜加入少量水，在温室中练苗3～4 d，然 

后用镊子夹住植株的基部轻轻取出试管苗，洗净根部的 

培养基，注意少伤根，用 6O 的多菌灵浸泡20 min，移栽 

到消过毒的基质中。移栽基质采用草炭土与珍珠岩、或 

蛭石等按 l～2：1的比例混合，具有保水、透气和重量轻 

等优点，非常适宜藿香组培苗的移栽，移栽成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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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以上。 

移栽后的第 1～2周为管理的关键时期，需保持湿 

度在 9O 以上，可以在温室中再搭建小拱棚，要注意遮 

荫，温度保持在20~25℃，散射光，同时还要注意适当的 

通风，从第 3周开始逐步降低空气湿度，揭去棚膜，增加 

光照强度；为防止苗期病害的发生，移栽基质每周要用 

6O 多菌灵 1 000倍液消毒，1周后进行施肥，用3倍MS 

大量元素液喷施，每周 1次。驯化 30 d，苗高 5～7 C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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