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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蚊香草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刘 毓 佟德耀 张 慧 

(济南百合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250103) 

摘要 以驱蚊香草的嫩叶、叶柄和嫩芽为外植体，用7O％酒精消毒3Os，O．1％升汞消毒8 min。用嫩芽作为外植体诱导 

丛生芽效果最好，它在MS+6一BA 0．5—1．0 mg·L％NAA0．1 mg·L--培养基中能顺利诱导出丛生芽，诱导率为100％o丛 

生芽增殖的蕞佳培养基为MS+6一BAO．5 mg·L～+NAAO．05 mg·L一，增殖倍数达到7．7倍。继代苗接种于1／2MS+ 

NAA0．05-4)．1 mg"Lt一生根培养基上5天便开始生根，40天后平均茎长可达到8 mm以上，且根系发达，即可移载。上 

述培养基均需附加 3％蔗糖、0．5％琼脂粉，pH5．8。移栽于草炭土和珍珠岩的混合基质中，成活率可达85％以上。 

关麓词 驱蚊香草；组织培养；嫩芽；丛生芽 

1 前言 

驱蚊香草又名蚊净香草(MOZZIE BUSTER)，是 

芳香类天竺葵属(Pelargonium graveolens)多年生草 

本观叶植物。是基因重组融合的生物工程技术产物， 

经由澳大利亚植物学家迪克小组历经十三年研究开 

发成功 驱蚊香草是将来自非洲的天竺葵科植物细 

胞与中国的一种含有香茅醛物质的植物细胞通过生 

物工程技术融合于一体。从而利用天竺葵自身独有 

的释放系统作为载体将香茅醛物质 (有着非常突出 

的驱蚊效果．在很多驱蚊产品中都是这种物质在起 

作用)源源不断的释放于空气中，起到驱蚊的效果。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引进该品种，并经过 

几年的实验，成功地实现了驱蚊香草的本土化培育， 

并且加强了其驱蚊、除味效果。 

该产品的问世．对现代人类的起居生活环境和 

工作学习环境起到了很大的改善和维护，并对 目前 

市场上的杀虫剂：蚊香、喷雾剂等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予以取代。香茅醛等精油成份不仅能够驱蚊。还有 

抗忧郁、振作情绪、除臭、驱避寄生虫及抗菌、保健等 

作用。生长至 2～3年后主枝逐步木质化，枝叶的造 

型可人为随意改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所以。它 

是一种多功能的新型植物。 

：驱蚊香草只开花不结果。不能靠种子繁育，而 

且，它在自然条件下，若连续扦插容易感染病毒，经 

过代代积毒，驱蚊功能会衰减，直至变种变异。所以 

我们采用了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对其进行快速繁殖 ， 

年产量可达百万株 ，较好的满足了市场需求。 

2 材料与方法 

将驱蚊香草成品苗置于温室中培养一个月 ，取 

其嫩叶、叶柄、嫩芽作为外植体。采用 MS基本培养 

基．在不同培养阶段添加不同浓度的6一BA、NAA等 

激素，用0．5％琼脂粉固化，蔗糖3％，pH值调至5．8。 

培养温度为(25~3)oc。以日光灯为光源 ，连续光照 

10 12 h·d～。光照度1000～1500lx。外植体在无菌条 

件下用 70％酒精浸泡 30 8，无菌水冲洗 1次，再用 

0．1％升汞消毒8 min，无菌水冲洗4—5次。 

将消过毒的嫩叶(切成0．5 cmx0．5 em的方块)、 

叶柄(切成长约 1 cm的小段)、嫩芽(长约 1 em)三类 

外植体分别接种于诱导培养基 1-1、卜2(配方见表 

1)中。培养30 d后统计出成活外植体数、愈伤组织 

形成数和诱导出芽外植体数等．计算成活率、出芽 

率、诱导率、愈伤组织发生率和玻璃化发生率。 

丛生芽继代增殖培养时。以诱导培养基中诱导 

出的丛生芽为材料．将其切分成单株苗，分别接种于 

继代增殖培养基2—1、2—2、2—3、2—4、2—5、2—6(配方 

见表 1)中．培养 30 d后统计增殖倍数、玻璃化发生 

率及试管苗生长情况。 

从增殖获得的芽丛中切取单个芽苗(叶柄长 15 em 

以上)，分别接入生根培养基 3一l，3—2、3—3中，培养 

5 d、7 d、20d、40d时观察植株生根情况及茎长，并记 

录(见表 1)。 

待根系长到 1．0～1．5 cm时．将其置于温室内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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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各处理培养基配方 间，环境湿度 80％以上。 

苗3天。取出小苗，洗去根部的培养基，移栽于分别 

盛有草炭土：珍珠岩=1：1，1：2，2：1的基质的筛盘中。 

两个月后移植盆养 。保持温室内温度在 l5—25℃之 

3 结果与讨论 

3．1 躯坟番草愈伤组织、丛生芽的诱导 

3．1．1 以叶片为外植体进行诱导 

1-1、l_2培养基中共接种叶片 57块。未出现污染 

现象，成活48块。成活率 84．2％(由于灭菌时间过长， 

部分叶片死亡。所以应适当减少叶片在升汞中的灭菌 

时间)。一个月后叶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增厚，但未诱 

导出愈伤组织或丛生芽，并有玻璃化现象发生。 

3．1．2 以叶柄为外植体进行诱导 

从表 2可以看出，l一1、1-2培养基中接种的叶 

柄全部诱导出愈伤组织。但 l一1培养基中的材料玻 

璃化程度略高于 1—2培养基中的材料。出芽率较 

低。所以培养基 1—2略优于培养基 l一1。 

衰2 不同 浓度对叶柄诱导出芽的影响 

l一2培养基中有 l块外植体出现轻微细菌污 

染，但所接材料全部成活，所以可适当增加升汞对叶 

柄的灭菌时间。 

3．1．3 以嫩芽为外植体进行诱导 
一 个月后。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的嫩芽全部诱 

导出丛生芽。诱导率大大高于叶柄、叶片作为外植体 

的诱导率。说明嫩芽为最适外植体。而且外植体未出 

现污染现象，说明灭菌时间长短合适。但接种半个月 

后．可观察到部分已分化了的外植体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玻璃化现象，此现象将会影响材料的进一步生 

长，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减轻。 

3．2 继代增痕培养 

从表4可以看出，随着 6一BA浓度的增加，接种 

材料的扩繁倍数也随之增加，在 2 培养基中最 

高，为7．7倍，2一l培养基中的次之，为7．4倍。但玻 

璃化发生率也随着 6一BA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 2一 

l培养基中达到了20％。NAA浓度对增殖倍数影响 

不大。所以最佳继代培养基为 MS+6一BA0．5 mg·L『 + 

NAA0．05 mg·L- 。 

乎麓 鬻 

3．3 生根培养 

接种后 5天便可观察到个别植株已经开始生 

根；7天后 3—2培养基中生根率已达到92％，3一l培 

养基中也已达到 86％(见表 5)；20天时三种培养基 

中的所有植株均已生根，3一l、3—2培养基中植株生 

根条数明显多于 3—3培养基中的植株。 

继代苗接人生根培养基中第 20天时，虽然根系 

已较为发达，但绝大多数植株茎短，茎尖仍藏于叶基 

部，若此时移栽，浇水时易将茎尖埋于土下，移栽苗 

不易成活。20天后，茎逐渐伸长。至40天时 3—1、3—2 

(下转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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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5 不同浓度的 NAA对檀株生根的影响 

7天后观察 2O天后观察 
培养 接种株数 
编号 (株) 生根株数 生根率 生根株数 生根率 

(株) (％) (株) (％) 

3-1 50 43 86 5O ’ 10o 

3—2 50 46 92 50 10o 

3-3 50 7 14 50 10o 

培养基中的植株平均茎长均已达到 8 mm以上，且 

茎杆粗壮，叶片也将要触到瓶盖，此时移栽成活率较 

高(见表 6)。 

裹6 不忍培养基对檀株茎长的影响《接种后 40天时观察) 

综合表 5、表 6可以看 出，在 1／2MS中添加 

0．05—0．1 rag·I『lNAA可以较好的促进植株生根及茎 

的增长．但结合节约成本及降低变异率等因素来考 

虑，NAA浓度以O．05 mg· 为最好。 

3．4 移栽基质的选择及环境条件要求 

由于驱蚊香草组培生根苗植株较嫩，叶柄、根均 

易折断，叶片易失水萎蔫，所以移栽前需炼苗 3天，从 

瓶中取出清洗时也要倍加小心，以免伤到叶和根。 

经试验证明，驱蚊香草在珍珠岩：草炭=1：1，1：2， 

2：1三种基质中均能移栽成活。且生长状况较好 ，长 

势差别不大 ，移栽成活率均在 85％以上。移栽后一 

个月内要勤喷水，每日三次，并适当遮荫，以保持足 

够的环境湿度。浇水要适当，干透浇透，以免烂根。 

环境温度 l5～25℃，湿度 80％以上。经过 2个月的生 

长发育 ，幼苗高度可达到 8—15 em，之后移植盆养，5 

个月左右便可成株。 

3．5 玻璃化现象 

植物组培快繁时玻璃化苗的出现已成为一种很 

普遍的现象，从上述实验结果看，在对驱蚊香草进行 

组织培养的过程中此种现象也较易发生。它表现为 

试管苗叶、嫩梢呈透明或半透明，水浸状，叶片脆弱 

易碎等。玻璃化苗因其体内含水量高。干物质、纤维 

素、木质素含量低，角质层、栅栏组织等发育不全。导 

致组织畸形，器官功能不全，分化能力降低，所以很 

难继续用作扩大繁殖和生根培养的材料．其生根困 

难 ，移栽后也很难成活。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培养 

容器中空气湿度过高，透气性较差，细胞分裂索水平 

较高等因素造成。控制玻璃化要从培养的环境条件 

和生理生化方面人手，基解决方法有：(1)增加培养 

基中的溶质水平，以降低培养基的水势，如增加琼脂 

浓度、提高琼脂纯度，提高蔗糖含量或加入渗透剂； 

(2)减少培养基中N和Cl元素比例，特别是降低氨 

态氮浓度 ，提高硝态氮含量；(3)增加 自然光照；(4) 

降低培养温度或进行变温培养；(5)透当降低培养基 

中细胞分裂素和赤霉素的浓度，考虑加入适量脱落 

酸；(6)改善培养容器的通风换气条件。如用棉塞或 

透气性好的封口膜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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