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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蚊香草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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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1．0～2．0mg／L+NAA0．2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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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g／L+NAA 0．1 mg／L效果最好，丛生芽增殖最多，繁殖系数达6．12倍；诱导生根培养 

基以1／2MS+NAA 0．3 m#L最佳，生根率达到 100％；假植20 d后，移栽成活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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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Cymbopogon citrates 

LIN Lia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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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ariOUS parts of Cymbopogon citrates were chosen as explants to carry out rapid propagation in vitro．Th 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the lamina and terminal bud were propitious to callus induction．the maximuru rate of inducement could reach 

90％ ：the preferable induction culture medium was MS+6一BA 1．0—2．0 mg／L+NAA 0．2 mg／L with the average bud inducement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85．6％ -86．7％；the best proliferation culture medium was MS+6一BA 1．0 m#L+NAA 0．1 m L with the 

most number of clustering buds，and the reproduction quotiety was 6．12 times；using 1／2MS+NAA 0．3 mg／L as rooting inducement 

culture medium，the rooting rate could reach to 100％ ；the survival ratio of the tran splanted seedlings reached 100％ after 20 days’ 

temporary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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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蚊香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四季常绿，它能天 

然挥发出香茅醛、香茅醇等物质，不仅能有效驱除蚊虫， 

还能散发出柠檬香气，起净化空气的作用。本文研究了 

驱蚊香草的离体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以期为驱蚊 

香草离体无性繁殖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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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植体材料。 

1．2 方法 

1．2．1 供试材料的处理 取生长健壮的驱蚊香草植株 

上的幼嫩顶芽、带 1个侧芽的茎段和叶片，先置于 10％ 

洗洁精溶液中浸泡 10 min，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在超净 

台内再用75％酒精消毒 30 s，接着用 0．1％升汞消毒 lO 

r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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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幼嫩顶芽(长约0．5—1．0 

cm)、侧芽的茎段(长约 1．0—2．0 cm)及叶片(1．0 cm x 

1．0 cm)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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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0,4．0 m#L)和 

NAA 0．2 mg／L共5个处理(培养基编号分别为 A1、A2、 

A3、A4、A5)，每个处理接 3种外植体材料，每种材料接 

lO瓶，每瓶接 3个外植体。培养30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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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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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L)和NAA 0．1 

m#L共5个处理(培养基编号分别为 Bl、B2、B3、B4、 

B5)，每个处理 lO瓶，每瓶接一丛芽(含有 3—4个单 

芽)，重复 3次。培养20 d后调查增殖倍数，并进行统计 

分析。 

1．2．4 壮苗培养 壮苗培养基以MS为基础培养基，附 

加 6一BA 0．1 m#L +NAA 0．2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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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d后转入生 

根培养基。 

1．2．5 生根培养 生根培养基为l／2MS，附)J~lNAA( 

0．1、0．3、0．5 m#L)、活性炭0．2％，共 3个处理(培养 

基编号分别为 Cl、C2、C3、)，每个处理2O瓶，每瓶接1株 

高3～3．5 cm的小苗，重复3次。培养15 d后调查生根 

情况。 

1．2．6 假植与盆栽 生根培养 15 d后假植于一次性杯 

中，再过 15 d种植于花盆中。 

以上培养基均附加蔗糖3O g／L、琼)In 6．5 g／L，pH值 

5．8。培养室温度为25～26℃，空气相对湿度 65％ ～ 

收稿日期：2007—10—20 

作者简介：林亮亮(1980一)，女，福建福清人，助理实验师，主要从事植物组织培养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林亮亮：驱蚊香草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 33 

70％，光照强度2800～3000 lx，光照时数 1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植体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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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植体(顶芽、 

茎段和叶片)，培养30 d后产生的不定芽数见表 1，方差 

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2～4。从表 1～4可以看出， 

不同外植体的有效萌芽率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值 = 

0．0041)，以叶片为接种材料最容易产生愈伤组织，芽诱 

导分化率最高，平均芽诱导率为71．3％，与顶芽(平均有 

效萌芽率 69．3％)相比差异不显著，与茎段(平均有效萌 

芽率64％)相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培养基对芽诱 

导分化率的影响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值=0．0001)。以 

培养基 A2和 A3的芽诱导分化率较高，分别为86．7％和 

85．6％，与培养基 A4、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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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分化采用培养基 MS+6一BA 1．0～2．0 mg／L+ 

NAA 0．2 mg／L的效果好。 

表 1 不同外植体和培养基对驱蚊香草不定芽诱导的效果 

表2 表1有效萌芽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3 不同外植体诱导不定芽效果的多重比较 

注：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具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否则差 

异显著。下同。 

表4 不同培养基诱导不定芽效果的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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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后产生大量的丛生芽(表5)。从表5可以 

看出，不同培养基对苗增殖倍数的影响差异达到显著水 

平，以培养基 B2的增殖效果最好，芽增殖倍数为6．12， 

其次是B3、B4、B1、B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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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效果最好，苗高、 

芽多、芽壮。培养基 B1苗高、芽少、芽壮。B5芽少且有 

畸形芽苗和玻璃化苗。说明培养基中6一BA浓度对芽 

增殖和正常分化影响较大，过高和过低的6一BA浓度均 

不利于芽增殖。 

表5 不同培养基对驱蚊香草芽苗增殖的效果 

2．3 诱导生根 将丛芽接种到壮苗培养基上，培养 20 

d，使芽长高长粗，切下单芽(长 3(311"1左右的小苗)接种 

到不同生根培养基中。6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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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培养基生根率都达到100％，但根的数 

量和质量有所差异，以 c2培养基较好，根系发达，粗壮， 

根数较多。 

表6 不同培养基对驱蚊香草小苗生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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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嫩度材料对DNA提取质量的影响 植物材料 

的老嫩对基因组 DNA的提取影响很大，缘于植物中不同 

嫩度组织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不同。如茶叶中的多酚类、 

糖类、脂类等都随着鲜叶的成熟而增加。本实验发现鲜 

叶越老，提取的DNA少，且容易降解。结果表明，虽然材 

料越老，DNA提取的难度越大，但该方法也还是可以得 

到高质量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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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驱蚊香草组培苗假植与盆栽 在生根培养基上培 

养20 d后，小苗株高达到4～6 cm，并长出数十条根，就 

开始假植。先将培养瓶口逐渐打开喷水，炼苗3～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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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株，保湿保 

温培养，假植15 d后移栽于花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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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植体 

以叶片和顶芽为佳，诱导分化培养基采用MS+6一BA 

1．0-2．0 mg／L+NAA 0．2 mgJL效果最好，芽繁殖培养 

基采用 MS+6一BA 1．0 mgJL+NAA 0．1 mgJ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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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提供大批种苗打下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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