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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蚊香草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林 亮 亮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教育中心，福建 福清 350119) 

摘要：以驱蚊香草不同部位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快繁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以叶片和顶芽容易诱导产生 

愈伤组织，最高诱导率达90％；诱导培养基以Ms+6一BA1．0—2．0rag·L +NAA0．2 mg·L 效果较好，平 

均芽诱导分化率达85．6％一86．7％；增殖培养基以MS+6一BA 1．5 mg·L +NAA0．1Ⅱlg·L 效果最好， 

丛生芽增殖量多，繁殖系数达6倍以上；用Ms+6一BA 1．5 mg·L +NAA0．1 nag·L 培养基进行壮苗培 

养，诱导生根培养基以1／2MS+NAA0．1-0．3 mg·L～，生根率达到100％；假植20d后，移栽成活率达100％， 

本结果为驱蚊香草离体无性繁殖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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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引进盆栽驱蚊香草，取其茎段侧芽、幼嫩顶芽、叶片为外植体材料． 

1．2 方法 

(1)供试材料的处理．取驱蚊香草生长健壮植株上的幼嫩顶芽、带 1个侧芽的茎段、和叶片三个部 

位．先置于10％洗洁精溶液中浸泡10min，用自来水冲冼干净，在超净台内再用75％酒精消毒30s，接着 

用0．1％升汞消毒 10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用无菌滤纸吸去水分，切掉茎段两端消毒面，幼嫩 

顶芽(长约0．5—1．0cm)，侧芽的茎段(长约1．0—2．0cm)，叶片(1．0×1．0cm )，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 

(2)芽的诱导培养．诱导芽的培养基以MS为基础培养基，附加 6一BA(0．5、1．0、2．0、3．0、4．0 mg． 

L )和N从 0．2mg．L 共 5个处理(培养基编号为 A 、A 、A，、A 、A )，每个处理接3种材料，每种材料 

接 10瓶(30个，即每瓶接3个外植体)，培养 30d后统计产生不定芽的外植体数及有效萌芽率，并进行 

统计分析． 

(3)芽增殖培养．增殖培养基以MS为基础培养基，附加6一BA(0．5、1．0、1．5、2．0、3．0mg·L ) 

和NAA 0．1mg‘L 共5个处理(培养基编号为B 、B：、B 、B 、B5)，每个处理l0瓶，每瓶接一丛芽(含有 

3—4个单芽)，重复3次，培养20d后调查增殖倍数，并进行统计分析． 

(4)壮苗培养．壮苗培养基以Ms为基础培养基，附加6一BA 0。lmg·L +NAA 0．2rag·L。。，将增 

殖阶段产生的健壮丛生芽接种在壮苗培养基中，培养20d后转入生根培养基． 

(5)生根培养．生根的培养基为 1／2MS，附加 NAA(0．1、0．3、0．5mg·L一 )、活性碳0．2％，共 3个 

处理(培养基编号为c 、c 、c，)，每个处理20瓶，每瓶接1株长3—3．5 cm小苗，重复3次，培养15d后 

调查生根情况． 

(6)假植与盆栽．生根培养 15d后假植于一次性杯中，再过 15d种植于花盆中． 

以上培养基均附加蔗糖30g·L一，琼脂6．5g·L。。，pH值5．8．培养室温度25—26~C，空气相对湿 

度65％ ～70％，光照强度2800-30001x，光照时间12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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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部位的材料和不同培 

养基对诱导分化产生不定芽的影 

响 

在不同培养基中接入驱蚊香 

草不同部位的材料(顶芽、茎段 

和叶片)，培养 30d后产生的不 

定芽数(表 1—4)，从表 1—4可 

以看出，不同部位的材料对芽诱 

导分化率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 0．0041)，以叶片为接种材料 

容易产生愈伤组织，芽诱导分化 

率 最 高，平 均 芽 诱 导 率 为 

71．3％，与顶芽(69．3％)相比差 

异不显著，与茎段(64％)相比差 

异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培养基对 

芽诱导分化率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0．0001)．以培养基A2和A3 

芽诱导分化率较高为86．7％和 

85．6％，与培养基 A 、A 、A5相 

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驱蚊 

香草组培应取顶芽和叶片作为外 

植体材料，芽诱导分化采用MS+ 

6一BA 1．0—2．0mg·L一 + NAA 

0．2 mg·L 培养基效果好． 

2．2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 

增殖的影响 

以诱导形成的驱蚊香草丛芽 

为材料，接种到不同培养基上进 

行快速繁殖．培养 25d产生大量 

的丛生芽表 5．从表 5可以看出， 

不同培养基对苗增殖倍数差异达 

到显著水平，以培养基 B：增殖效 

果最好，芽增殖倍数为 6．12，其 

次是 B，、B 、B 、B ，芽增殖倍数 

分别为 5．49、4．97、4．27、3．37． 

芽苗分化状况以培养基 B：效果 

最好，苗高、芽多，芽壮．培养基 

表1 不同取材部位和不同培养基对驱蚊香草不定芽诱导的效果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F值 p值 

表3 不同部位的材料诱导效果用 LSD法多重比较(字母标记表示结果) 

表4 不同培养基的诱导效果用 LSD法多重比较(字母标记表示结果) 

表5 不同培养基对驱蚊香草芽苗增殖的效果 

培养基—丁—— — 蓦羞 丽 芽苗分化状况 

B。芽高，芽少、芽壮．B 芽少且有畸形芽苗和玻璃化苗．说明培养基量6一BA浓度对芽增殖和正常分化 

影响较大，过高和过低6一BA浓度对不利于芽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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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SD法测定差异显著性，数字后附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附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 

2．3 壮苗生长培养 

将丛芽接种到壮苗培养基上，培养20d，使芽长高长粗，切下单芽(长3cm左右小苗)转移到生根培 

养基． 

2．4 诱导生根 

驱蚊香草小苗接种到不同生根培养基中．6d后 

在小苗基部出现白色根原基突起，逐渐长出白色新 

根，平均每株苗有5条以上根．不同培养基对驱蚊香 

草小苗生根的效果见表 6，从表6中可以看出，三种 

培养基生根率都达到 100％．但根的数量和根质量 

表 6 不同培养基对驱蚊香草小苗生根的效果 

有所差异，以c 培养基较好，根系发达，粗壮，根数较多． 

2．5 驱蚊香草组培苗假植与盆栽 

在生根培养基上培养20d后，小苗长成株高4～6cm，并长出数十多条根，就开始假植．先将培养瓶 

口逐渐打开喷水，炼苗3～4d．取出小苗用自来水冲洗根部培养基，再用0．1％多菌灵溶液浸泡5 min，移 

栽于一次性杯中．杯中基质为火烧土、砂和蛭石按 1：1：1混合．每个杯假植一株，保湿保温培养，假植 

15d后移栽于花盆中生长成活率达 100％． 

3 小结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驱蚊香草离体组织培养取材料以叶片和顶芽为佳，诱导分化培养基采用MS+ 

6一BA 1．0—2。0mg·L一 + NAA 0
．2 mg·L 效果最好，芽繁殖培养基采用 MS+6一BA 1．5 mg·L 

+NAAO．1 mg·L 繁殖系数高．生根培养基采用 1／2MS+NAA 0．3 mg·L～，根系生长粗壮．经炼苗、 

假植后移栽，成活率达 100％．本试验从芽诱导、芽增殖，壮苗培养，诱导生根，到假植移栽，已建立起比 

较完整的无性繁殖体系，为今后驱蚊香草进行规模化生产，为市场提供大批植株打下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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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Lia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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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utilizes vari’ous parts of cymbopogon citrates as explants to carry out separate fast 

regeneration，whos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explants can easily use lamina and terminal bud to produce 

callus by inducement，and t
．

he maximum rate of inducement can reach 90％ ；the inducement culture medium of 

MS+6一BA1．0—2．0mg·L一 +NAA0．2 mg·L～ feature better effect．with the average bud inducement 

differentiation rate reaching 85．6—86．7％ ；the proliferation culture medium of (下转第25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张 伟：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景观美学评价方法 ·25· 

[25]Jacks0n R H et al·Assessment of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high vohage power lransmi 0n lines[J]
． J．En mn Man_ 

age，1978，6：153—170． 

[26]Paquet J，Belangcr L．Public acceptability thresholds of clear cutting t。maintain visua1 quality of b。rea1 hals锄 fir l
and． 

sca~s[J]．For Sci，1997，43(1)：46—55． 

[27]Vodak M C et al Scenic impacts of eastem hardwood management[J]
． For Sci，I985，31(2)：289—301． 

A study on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the forest landscape 

of Lingshi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 

ZHANG W ei 

(Fujia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Vocational School，Fuqing Fujian 350008
，China) 

Abstract： The forest landscape is the basic material of developing forest tourism
． its aesthetic value will af- 

fect the number of tourists directly．From the point of Ling Shi M叫 ntain National F0rest Park，s Drest laJ1d
—  

scape aesthetic value，this is links theory with practice by adopting the popular Descriptive Inventories Method 

in China to evaluate quantitatively． It puts f-0n firsdy the corridor(i，e．1andscape instaUation arId path
， 

which used for sight—seeing)as one part of the forest landscape’s aesthetic evalu i0n fac 0rS
．
so that we 

can know the forest landscape’s aesthetic rank ofthe Park
， and at the same time．comb ine the theory ofland． 

scape’s ecology with practice an d put forward some methods and suggestion to improve the landscape
． so that 

tt can provide some bases upon which the forest lan dscape’s owner or mangger can make a scientiffc decision
．  

Key words： lingshishan ；national forest park；forest lan dscape；aesthetic evaluation；scenic forest
：construc． 

／ion 

(上接第 20页) 

MS+6一BA 1·5mg。L一 +NAA0．1 mg。L_。highlights the best result
， with the largest numbe r of clustering buds

， the唧 ro． 

du。 ion quotiety is 6 times·I use culture medium MS+6一BA 1
． 5mg·L一。+NAA0

． 1 mg·L～tO enable strong seedl=ings， 

while using 1／2MS+NAA0．1—0．3mg。L as radication inducement culture medium
， with 100％ of radic 0n rate：the sur- 

viral ratio of the transplanted seedlings reaches 100％ after 20 days of temporary planting
． This experiment resuh肿 、rides ref r． 

en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cymbopogon citrates explanting vegetative propagation
．  

Key words ： cymbopogon ctrates；apart fast regeneration；cultur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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