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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柱穗醉鱼草嫩芽的组培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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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野生柱穗醉鱼草的嫩芽为外植体，分诱导培养，茎芽增殖，继代培养，生根培养4个阶段进行其组培技术 

研究，结果表明：外植体消毒用0．1％升汞液浸泡7 min效果较好；最佳的诱导培养基是 Ms+6-BA 0．5 mg／L+ 

NAA0．02 mg／L；茎芽增殖培养基是Ms+6．BA 0．5 mg／L+NAA0．02 mg／L；继代培养基是Ms+6-BA 0．5 mg／L；生 

根培养基是MS+6-BA 0．5 mg／L+NAA 0．02 mg／L+AC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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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Tender Bud of Buddleja cyfindrostachya 

CItEN Xian，GONG Yuan—sheng，YANG De，GUAN W en-hng 

(Yunnan A cultural University，Kumning Yunnan 650201， R．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tender bud as the explant，four stages of tissue culture of B．cylindrostachya namely induc— 

tion，proliferation，subculture and rooting culture were stud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method for disinfection was soaking the explant in mercuric chloride of 0．1％ for 7 minutes．The best media for ex— 

plant induction，bud proliferation，subculture and rooting induction were MS+6-BA 0．5 mg／L+NAA 0．02 mg／L， 

MS+6-BA 0．5 mg／L+NAA 0．02 mg／L．MS+6一BA 0．5 mg／L and MS+6-BA 0．5 mg／L+NAA 0．02 mg／L+ 

AC 0．3％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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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穗醉鱼草 (Buddleja cylindrostachya)是马钱 

科醉鱼草属 (Buddleja)的野生观赏植物。集中分 

布于滇中、滇南海拔高度 l 300—2 700 m的山地， 

为常绿灌木，高可达5 m，紫红色或粉红色小花组 

成总状聚伞花序 ，密集成圆柱形，长 l5—40 cm。 

柱穗醉鱼草的花期 11月至翌年元月，花期长，花 

序大而色泽幽雅，清香扑鼻；其叶和嫩枝密被白色 

星状毛和金黄色腺点，颇有观赏价值。目前国内外 

开发出的醉鱼草品种都在夏秋开花，而柱穗醉鱼草 

是该属植物中少有在冬季开花的物种，极具开发前 

景。国内对醉鱼草属植物栽培、繁殖技术的研究起 

步较晚，近年来只有该属少数植物如皱叶醉鱼草 

(B．crispa)引种栽培等的报道，而对柱穗醉鱼草 

繁殖、引种驯化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均少见报道，本 

项研究对这一野生观赏植物的组培技术进行了探 

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采自生长于滇中哀牢山区的柱穗醉鱼 

草，所选的母株属灌木，长势良好，高约1．8 m，冠 

幅2 m，侧枝基部粗1．0 cm，分枝性强，其组培用的 

外植体选取该柱穗醉鱼草母株上秋季饱满的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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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以秋嫩芽为外植体的柱穗醉鱼草的组培试验分 

4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诱导培养，第二阶段为茎 

芽增殖，第三阶段为继代培养，第四阶段为生根培 

养。 

其组培用的培养基为 MS培养基，含蔗糖30 

g／L，琼脂6．5 g／L，pH值为5．8，培养温度23士 

2℃，每天12 h的日光灯辅助照明，强度约20 000 

lx。参试因子为MS培养基中加入细胞分裂素6-BA 

的浓度 (A因子)，设 3水平；加人生长素 NAA的 

浓度 (B因子)，设4水平和外植体的升汞消毒时 

间 (c因子)，设 3水平。柱穗醉鱼草嫩芽组培4 

阶段试验的参试因子及水平见表1。 

其中：A 为MS培养基中添加6-BA的浓度为 

0．1 mg／L，A2为MS培养基中添加6-BA的浓度为 

0．5 mg／L，A 为MS培养基中添加6-BA的浓度为 

1 mg／L；B 为MS培养基中不添加NAA，B2为MS 

培养基中添加NAA的浓度为0．02 mg／L，B，为MS 

培养基中添加 NAA的浓度为0．1 mg／L，B 为MS 

培养基中添加 NAA的浓度为0．5 mg／L；C 为外植 

体，用0．1％升汞液浸泡4 min消毒，c 为外植 

体，用0．1％升汞液浸泡 7 min消毒，c，为外植 

体，用0．1％升汞液浸泡10 min消毒。见表2。 

表1 4个阶段的试验因子及水平汇总表 

Tab．1 Factors and levels of experiment 

(1)第一阶段 (诱导培养)试验 

本阶段试验含 A因子、B因子和 c因子各 3 

水平。为了减少处理数，增加试验基数 (重复数)， 

把试验重点集中到重要的处理上，采用正交设计 

L9(3 )设置本阶段的试验内容。共9个处理，每 

处理 15瓶，其试验的处理组合见表2。 

培养基采用 MS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细胞 

分裂素6-BA(A因子)和不同浓度的生长素 NAA 

(B因子)的组合。 

试材取好后24 h内带回实验室，先剥掉嫩芽的 

最外叶，用毛笔刷掉嫩芽外叶上的绒毛，后用洗衣 

粉液浸泡一刻钟，用清水冲洗干净。 

外植体洗净后转移至超净工作台上，在75％ 

酒精中浸泡30 s，用无菌水冲洗3次，再用0．1％ 

浓度的升汞液 (c因子)浸泡不同时间，无菌水 

冲洗5次后接种于培养基上。 

表2 第一阶段试验正交设计的处理组合 

Tab．2 Treatment combinations of orthogonal desisn of stage 1 

注：试验采用正交设计 (3 )法。 

(2)第二阶段 (茎芽增殖)试验 

当外植体基部膨大形成愈伤组织，长出叶片， 

形成丛生芽时，把丛生芽转到增殖培养基上作第二 

阶段的茎芽增殖培养试验。第二阶段试验用的培养 

基仍为MS培养基，结合添加A因子2水平 (A 

和A )和B因子3水平按交叉设计安排本项试验。 

本试验中的每处理各3瓶其试验处理组合见表3。 

表3 第二阶段试验的处理组合 

Tab．3 Treatment comb inations of orthogonal design of stage2 

(3)第三阶段 (继代培养)试验 

对茎芽增殖后的再生植株进行扩繁，转到继代 

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试验。本阶段参试的培养基 

为无NAA情形下的MS+6-BA，其设 A因子 3水 

平的处理，每处理 15瓶 (处理组合见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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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第三阶段试验的处理组合 

Tab．4 Treatment combinations of orthogonal design of stage 3 

A因子 (培养基中 6-BA的浓度) 

(4)第四阶段 (生根培养)试验 

经过多次继代培养后，得到大量无根试管苗。 

将无根苗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试验。 

在温度23±2℃，光照14—16 h的培养室中进行本 

阶段的培养试验。其培养基为MS+6-BA 0．5 mg／L 

+AC(活性炭)0．3％+B因子3水平的处理，每 

处理4O瓶，其处理组合见表5。 

表5 第四阶段试验的处理组合 

Tab．5 Tre~ment comb inations of oahogonal design of stage 4 

B因子 (培养基中 NAA的浓度)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第一阶段诱导培养的试验结果 

柱穗醉鱼草秋嫩芽外植体接种 1周后，其芽开 

始膨大，萌动，随后长出叶片，并在膨大的芽基部 

形成愈伤组织。培养2O天 后，对汞消毒时间 (c 

因子)的效果统计表明 (如表6)，在行柱穗醉鱼 

草嫩芽外植体消毒时，用0．1％升汞液浸泡7 min 

(c 水平)的效果较好，既可基本杀死外植体的微 

生物，又不毒害芽体。 

表6 不同升汞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消毒效果 

Tab．6 Mercuric chloride disinfec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soaking time 

柱穗醉鱼草嫩芽外植体诱导培养即第一阶段试 

验的较好的处理有：处理1—5(A 、B 、c )，处 

理 1—3 (A3、B1、C2)，处理 1—7 (A 、B3、 

c )，其结果见表7。处理1—5的诱导产物为丛生 

芽；处理 1—3的诱导产物为愈伤组织，有少量丛 

生芽；处理 1—7的诱导产物为愈伤组织。其中以 

处理 1—5(培养基中添加6-BA的浓度为0．5 mg／L， 

NAA浓度为0．02 mg／L)的效果最好，其芽萌动最 

快，芽粗壮，颜色浓绿，分化的节数最多，培养5 

周后，可诱导出4—5个节，所以在用柱穗醉鱼草 

嫩芽作组培外植体时，其诱导培养阶段的诱导培养 

基以MS+6一BA 0．5 mg／L+NAA 0．02 mg／L为宜。 

表7 3个较好处理的芽分化情况 

Tab．7 Bud differentiation of three good treatments 

2．2 第二阶段茎芽增殖的试验结果 

将柱穗醉鱼草的无菌芽转接到含不同激素配比 

的增殖培养基上作第二阶段的茎芽增殖培养。约5 

天后从芽基部出现愈伤组织，1O天后从愈伤组织 

上分化出丛生芽，在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上丛生 

芽的数量及长势存在差异，较好处理的效果如下 

(见表 8)。 

处理2—1 芽细弱，颜色较浅，叶对数少； 

处理2—4 芽粗壮，颜色深绿，叶对数最多；处 

理2—6 芽少，基部有较多的浅黄略带透明的愈 

伤组织团。 

处理2—1的效果表明，在进行柱穗醉鱼草嫩 

芽组培的茎芽增殖时，在其培养基中不加入NAA 

的情况下，同样能使其芽增殖。处理2—1与处理 

2—4的柱穗醉鱼草芽愈伤组织和丛生芽出现的时 

间一致；处理2—6芽愈伤组织出现的时间与前两 

者一致。其中以处理2—4的芽增殖效果最好，其 

芽的增殖倍数高，且增殖出来的芽颜色深绿，故较 

适宜的柱穗醉鱼草嫩芽外植体组培茎芽增殖培养基 

以MS+6-BA 0．5 mg／L+NAA 0．02 mg／L为佳。 

表8 茎芽增殖较好处理的效果 

Tab．8 Effect of bud proliferation of three good treatments 

2．3 第三阶段继代培养的试验结果 

在上述培养的基础上，在其培养基中加入不同 

浓度的6-BA进行柱穗醉鱼草嫩芽外植体组培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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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培养。7天后观察到有愈伤组织的出现，顶芽生 

长。当培养到第 10天时，在愈伤组织上出现了第 
一 批丛生芽，各处理的生长状况如下 (见表9)。 

处理3—1 颜色较深，基部愈伤组织较少； 

丛生芽较少，高3～4 cm；茎杆粗壮，叶腋内着生 

较多小枝。 

处理3—2 颜色鲜绿，愈伤组织量居中；丛 

生芽最多，高2～3 cm；叶腋很少抽枝。 

处理3—3 颜色较浅，基部易形成愈伤组织， 

其上着生有少量丛生芽；高1～2 cm；茎杆矮小细 

弱。 

表9 各处理的继代培养效果比较 

Tab．9 Effect comparison of subcultur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从表9的柱穗醉鱼草嫩芽继代培养的试验结果 

可以看出，在其培养基不加入NAA的情形下，培 

养基中适当浓度的6-BA能大量诱导其丛生芽的出 

现，表明本阶段组培所用的培养基以处理 3—2 

(加入6-BA浓度为0．5 mg／L的培养基)增殖倍数 

最高，丛生芽出现数量最多，腋芽出现少。加入的 

6-BA浓度过低、过高都不宜，较适宜的柱穗醉鱼 

草嫩芽外植体继代培养的培养基以用 MS+6-BA 

0．5 mg／L为佳 。 

表1O 各处理的生根培养效果比较 

Tab．10 Effect comparison of rooting culture 

0f di￡ferent treatments 

注：方差分析中，F值为11．495一 ， ol(2，9) =8．022。 

2．4 第四阶段生根培养的试验结果 

柱穗醉鱼草嫩芽外植体经多次继代培养形成无 

根试管苗，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上作第四阶段的生根 

培养，10天后开始生根。25天后统计其结果 (如表 

10)。处理4—1、处理4—2和处理4—3三种生根培 

养基对柱穗醉鱼草芽诱导生根条数存在极显著性差 

异，以处理4—1(加入NAA浓度为0．02 mg／L)生 

根率最高，故较适宜的柱穗醉鱼草嫩芽生根培养的 

培养基为 MS+6-BA 0．5 mg／L+NAA 0．02 ms／L 

+AC 0．3％ 

3 结论和讨论 

(1)本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应用柱穗醉鱼草 

的秋嫩芽作外植体进行组培时，其外植体的消毒用 

0．1％升汞液浸泡7 min效果较好，既可基本杀死 

其上微生物，而又不毒害外植体。组培过程中较适 

宜的诱导培养基为MS+6-BA 0．5 mg／L+NAA0．02 

mg／L，茎芽增殖培养基为 MS+6-BA 0．5 ms／L+ 

NAA 0．02 mg／L，继代培养基为MS +6一BA o．5 mg／L， 

生根培养基为 MS+6-BA 0．5 mg／L+NAA 0．02 

mg／L+AC 0．3％ 。 

(2)柱穗醉鱼草的组织快繁增殖倍数较高， 

每5～6周继代一次，每次可增殖约10—13倍，因 

此，用组培方法可实现柱穗醉鱼草快速繁殖的目 

的，以解决大量园林绿地栽培对其的需要。当前柱 

穗醉鱼草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少见报道，本试验所 

研究出的柱穗醉鱼草嫩芽组培各阶段较适宜的培养 

基配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在柱穗醉鱼草的组织培养中，外植体消 

毒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其芽膨大的始期，因 

芽表面密被白色星状毛消毒不易彻底，加上柱穗醉 

鱼草对消毒剂特别敏感，稍过量便会中毒死亡，此 

特性在其组培中应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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