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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商 要】驱蚊香草是具有观赏价值、环保驱蚊的芳香植物，本文就其组织培养过程中污染的控制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 

对驱蚊香草三种外植体的比较，确定了以茎段为最佳外植体经杀毒后污染率较低，并可加快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进程。通过对庆 

大霉素、氨苄西林钠和米鲜胺不同杀茵荆、不同使用浓度对驱蚊香草试管苗生长指标的考察，确定了在不同培养基中添加 20 

的氨苄西林钠和米鲜胺 1：1的杀菌混合液既不影响驱蚊香草的生长又能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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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蚊香草又名蚊净香草，是非洲天竺葵科植 

物与中国含有香茅醛的植物经过细胞融合技术而 

获得的芳香植物，多年生，三年草本转木本。它 

通过天竺葵科自身独有的释放系统将香茅醛分子 

源源不断地释放空气 中，具有淡雅的柠檬香味， 

并净化空气，对人类有益无害。它株型美丽，枝 

叶婆娑，易于造型。驱蚊香草是市场上热销的集 

观赏、驱蚊之佳品。驱蚊香草通过无性繁殖方式 

繁育，开花不育，不能结实，一般通过扦插和组 

织培养的方式进行繁育，扦插方式需要大量的母 

本材料，且受季节的影响较大，速度慢；组织培 

养的方式恰能突破此局限，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 

到快速繁育的目的。但微生物污染是组织培养生 

产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微生物污染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每种植物、每个组织培养过程都可能有污 

染发生。本文就驱蚊香草组织培养中的污染控制 

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一定的理 

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由本实验室养殖的盆栽成株驱蚊香草，株高 

30—40cm。 

杀菌剂：氨苄西林钠、米鲜胺市售粉剂；庆 

大霉素市售水剂 

1．2 试验方法 

1．2．1 培养条件 

培养基均 以 MS为基础培养基，加入蔗糖 

3．5％，琼脂代用品0．4％．调PH6．0 6．5， 

①外植体启动培养基为 BA3．0ne／l(单位下 

I司)4-IBA0．03； 

②增殖培养基为 BA2+NAA0．5； 

③生根培养基为 NAAO．3。 

培养室温度保持在25±20C，相对湿度60 

80％，光照强度 250ok，光照时间 12h／d。 

1．2．2 培养过程 

将驱蚊香草外植体先接种于①外植体启动培 

养基上，待诱导出芽后转接于②增殖培养基上， 

当增殖芽达到要求时转到③生根培养基上，最后 

进行瓶外练苗、移栽。 

1．2．3 选用不同外植体进行表面杀菌试验 

3种外植体剪取方法： 

幼芽：自芽尖向下剪取 2 3cm。 

茎段：剪取 1—2节未木质化的较嫩茎段 3．0 
— 4．0cm，去掉较大叶片，可保留 1 2片叶。 

叶片：采用中等成熟度的饱满叶片，可保留 

叶柄 O．5 1．0cm。 

外植体的杀菌处理：将此三种外植体浸泡在 

加有数滴洗涤精和洗衣粉适量溶液中，并轻轻摇 

动5—1O分钟两次，自来水冲洗 3O一60分钟，于 

超净工作台上用75％酒精浸泡摇洗2 3秒，再用 

0．1％HgCI2浸泡5—7分钟，无菌水摇洗4—5次， 

用无菌滤纸吸干外植体表面的水分。再用无菌刀 

片将外植体原切 口处重新切掉少许，这样有利于 

减轻切口处的药害及褐变。并使外植体的大小保 

持在：幼芽1．5—2．0cm；茎段2．0—3．0cm仍保留 

1—2个茎节；叶片的叶柄保留 0．3—0．5cm，并可 

延叶脉剪数个切口。而后接种于①外植体启动培 

养基上，每瓶接种一个外植体，以防交叉污染。 

25d后统计试验结果，为减轻外植体的污染率， 

还可在剪取前 7—8d隔天分 2—3次向预剪部位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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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700～800倍的多菌灵溶液，以降低启动时的污 

染率，试验设计如表2。 

1．2．4 启动培养基中添加杀菌剂试验 

将按照 1．2．3处理的茎段接种在含不同种类、 

不同浓度杀菌剂的启动培养基上，试验设计见表 

3，杀菌剂采用过滤灭菌方式，浓度分别设为 0、 

2o、40、60rag／1，接种 25d后统计茎段的污染率 

和分化率。 

1．2．5 增殖、生根培养基中添加杀菌剂对驱蚊香 

草试管苗的影响 

分别将未污染的试管苗和已污染的试管苗接 

种于含不同浓度的氨苄西林钠和米鲜胺 (1：1) 

混合液的增殖、生根培养基上，杀菌剂采用过滤 

灭菌，试验设计如表 1，每个处理 3O瓶。接种 

25d后统计试管苗的生长情况，包括分化芽数、 

株高、根长、生根数等生长指标，观察杀菌剂降 

低污染率的同时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已污染试管苗的获得：认真检查增殖过程中 

的试管苗，通常取用自转接后培养不超过三天的 

试管苗作为污染试验苗株 (若培养时间过长污染 

菌长满不利于试验并易造成环境污染)，在超净工 

作台转至试验用培养基上即可。 

表 1 杀菌剂对驱蚊香草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编 号 (氨苄西林钠 nlg／1) 米鲜胺 ( 1) 

① O O 

② 20 20 
未污染试管苗 

③ 40 40 ． 

④ 60 60 

⑤ O O 

⑥ 20 20 
已污染试管苗 

⑦ 40 40 

⑧ 60 60 

2 试验结果 

2．1 外植体表面杀菌试验结果 

表2 不同外植体表面杀菌试验 

取样数 未染菌数 污染率 成活数 死亡率 分化率 新芽始出现 外植体 

(个) (个) (％) (个) (％) (％) 天数 (d) 

幼芽 30 21 30 l5 50 43．3 l8 

茎段 40 30 25 29 27．5 70 l5 

叶片 50 34 32 20 60 36 23 

注：分化率 =出芽的个体数／取样数 

采用文中的杀菌方式以茎段为外植体污染率 

最低，结果最好 (如表2)。据观察，三种外植体 

接种于启动培养基上后，杀菌对外植体的损伤影 

响 8d后即可看出，叶片由绿变黑，死亡率达 

60％；幼芽呈现死亡状态稍慢，但整芽的绿色越 

来越 少，直 至完全变黑 死亡，死亡率 也高达 

50％；茎段所带叶片亦有发黑现象，但茎段的耐 

受性较强，损害较轻而保持其绿色，死亡率仅为 

27．5％。7d后统计污染状况，通常在外植体基部 

及上部可见微生物污染，培养基表面可见完整菌 

落，基部多为细菌，上部多为真菌。叶片污染率 

较高为32％，这可能因叶片不平整部分菌易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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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幼芽稍次之，污染率为 30％这可能由于芽 

基部多有包被，杀菌剂难以到达所致；茎段污染 

率最低，仅为 25％。25d后统计分化情况发现叶 

片通常约需 23d愈伤组织分化出新芽，分化率为 

36％；幼芽在 18d后愈伤组织由绿转白，新芽分 

化，分化率为 43．3％；茎段最快，15d后即能在 

节间长出新芽，分化率达到 70％。在组织启动培 

养过程中死亡率、污染率、分化率是衡量这一步 

骤的主要指标。综合来看采用文中的杀菌方式以 

茎段为外植体可降低污染率，效果最好。 

2．2 在启动培养过程杀菌剂的作用结果 

启动培养基中加了杀菌剂后对分化率、污染 

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如表 3)。试验中发现庆大霉 

素对驱蚊香草启动培养过程中霉菌污染无抑制作 

用、对细菌的作用也不明显，降低污染率的作用 

不大。氨苄西林钠对细菌的抑制作用明显，米鲜 

胺则对霉菌的抑制作用明显。当氨苄西林钠与米 

鲜胺 1：1混合的杀菌剂浓度在O～20mg／1时，污 

染率由 25％降低到 16％；当杀菌剂浓度达到 

40mg／l时，污染率降为 14％；但当杀菌剂浓度超 

过 40mg／1时，驱蚊香草的分化率显著下降，由不 

加杀菌剂的70％降低到60rag／1时的50．O％。因此 

驱蚊香草启动培养时以添加氨苄西林钠与米鲜胺 

1：1混合的杀菌浓度 2o～40rag／1最佳，既降低了 

污染率，又保证了一定的分化率。 

表 3 杀菌剂浓度对茎段分化率和污染率的影响 

杀菌剂浓度 接种数 分化率 污染率 处 理 污染菌 

(mg／1) (个) (％) (％) 

对照 O ***++++ loo 70 25 

20 * * * + + + 50 68 25 

A庆大霉素 40 ***+++ 10o 66 24 

60 * * * + + 10o 65 23 

20 * * * + + 50 68 18 

B氨苄西林钠 40 *** 10o 67 17 

60 * * * 10o 64 17 

20 * + + + 50 66 24 

C米鲜胺 40 +++ 10o 65 22 

60 + + 10o 65 22 

20 *+ + + 50 64 23 

A+C=1：1 40 + + 10o 62 22 

60 + + 10o 52 21 

20 + 50 66 16 

B+C=1： 1 40 10o 63 14 

60 10o 50 10 

注：*表示霉菌，*越多，霉菌越多 +表示细菌，+越多，细菌越多 一无菌 

2．3 杀菌剂对未污染驱蚊香草瓶苗生长的影晌 

见表4，①、②、③中的试管苗长势好于④， 

①好于②、③，但三个试验处理差异不显著。说 

明适量加入20—40mg／l的杀菌剂对未污染驱蚊香 

草试管苗的生长无明显阻碍，但浓度过高，如 

60mg／l就会抑制其分化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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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杀菌剂对驱蚊香草瓶苗生长的影响 

编 号 分化芽数 (个) 株高 (cm) 平均根长 (cm) 平均根数 (条) 

① 8 6．5 3．5 5．1 

② 7．5 6．4 3．3 4．4 
未污染试管苗 

③ 7．7 6．3 3．2 4．6 

④ 4．5 4．8 2．8 4 

⑤ 0．4 2．2 0．9 2．1 

⑥ 7 6 3 3．8 
已污染试管苗 — 

⑦ 7．2 6．2 3．1 4．2 

⑧ 4．2 3．4 2．4 3．9 

2．4 杀菌剂浓度对已污染瓶苗生长的影响 

由表 4看出⑤、⑥、⑦、⑧的驱蚊香草试管 

苗长势差异显著，⑤中基本不能正常生长，对已 

污染的试管苗不加杀菌剂污染菌就会难以遏制， 

从而导致试管苗发黄、生长停滞甚至干枯死亡。 

⑥、⑦的芽数、株高、根长、根数等生长指标均 

高于⑧，⑥、⑦与②、③差异不明显，这可能因 

为加入适量杀菌剂 20 40mg／1，抑制了污染菌的 

繁殖改善了被污染试瓶苗的生长环境，使之能够 

被再利用，加快繁苗进程，减少浪费。 

2．5 试管苗的练苗及移栽 

待试管苗生好根后置于 20±2'12温室中，加 

入少量无菌水以保持湿度并延缓杂菌滋生，揭开 

瓶盖使之逐步适应外界的通风及光照等自然条件， 

5 7d后 ，将苗轻轻取出，用清水洗净根部附着 

的培养基，因培养基营养成分较多，以降低染菌 

几率，而后移植于适当的基质中。 

3 讨 论 

3．1 本试验是在室内取得的试验材料，培养环境 

相对稳定，试验材料所带的主要污染菌可能是相 

对固定的，本试验只选用了有限的几种杀菌剂， 

试验结果可能并不理想，通过对主要污染菌的分 

析鉴定，筛选无副作用、更为有效的杀菌剂有待 

进一步作深入研究。 

3．2 试验过程中，发现驱蚊香草污染状况在组培 

的各个阶段都会发生，但在启动、增殖培养过程 

中较为严重，其他种类植物的组织培养过程中情 

况类似，此阶段污染率的控制应引起组培工作者 

高度重视。 

3．3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污染的原因有很多，本文 

只着重从外植体启动和增殖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保持良好的培养环境、工作环境、操作者的严格 

规范的操作等也是降低控制污染率的重要因素。 

3．4 本文采取一系列的控制污染措施，经多次传 

代增殖，跟踪观察 10代无驱蚊香草变异情况出 

现，性状稳定，从而为驱蚊香草的种质资源保存 

及规模化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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