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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1-2．1 消毒处理。将外植体茎段、叶片置于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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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浸泡30 s，用无菌水冲洗一遍，再用o．1％的升 
1‘， 汞消毒3、5、7、9、11 min，观察不同消毒处 

理后损伤情况，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接 

种于MS培养基上，定期进行观察。叶片消毒的方法同上。 

培养条件：消毒后均接种在 MS培养基(蔗糖 3％，琼脂 

O．6％，pH值5．8～6．0)上，于无菌室内培养，光照为 1 500— 

2 000 lx，温度为 25 fr]21℃，光照时间为 14 h／d。 

1．2．2 二次灭菌。对有污染的试管苗采用 0．1％升汞处理 3、 

5、7、9 rain，观察不同处理消毒后外植体损伤情况，最后 

用无菌水冲洗 4～5次，接种于培养基上，20d后观察不同 

处理消毒后外植体的污染率和生长表现。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消毒处理。用 0．1％的升汞对茎段进行消毒处 

理，则消毒时间不 同污染率有所不同r表 l1。 

表 1 升汞 处理对鹿蹄草根状茎的污染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的污染率都在 30％以上，随着 

灭菌时问的延长，污染率有所降低，但对外植体的损伤越来 

越严重，当达到 9 rain时，污染率最低，而切口开始变褐。 

因此得出结论：用 0．1％的升汞对茎段灭菌采用 7 min最佳。 

2．2 用 0．1％的升汞对叶片进行消毒处理，则消毒时间不同 

污染率有所不同f表2)。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的污染率都 

在 30％以上，随着灭菌时间的延长，污染率会逐渐降低， 

但对外植体的损伤越来越严重，灭菌7 min污染率并没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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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而叶缘开始变褐。因此得出结论：用 O．1％的升汞对叶 

片的灭菌采用 5min最佳。 

裹2 升汞处理对鹿蹄草叶片的污染率 

2．3 二次灭菌。用 O．1％的升汞对茎段进行二次灭菌，则消 

毒时间不同污染率有所不同(表 3)。 
表3 二次灭菌对鹿蹄蕈根状茎污染奉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污染率都在 30％以上，随着灭 

菌时间的延长，污染率有所降低。当达到 7 min，茎段切口 

开始变褐。因此得出结论：用 0．1％的升汞对茎段进行二次 

灭菌采用 5 min最佳。 

2．4 用 0．1％的升汞对叶片进行二次灭菌，则不同时间污染 

率有所不同(表 4)。 
． 表4 二次灭菌对鹿蹄草叶片的污染率 

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的污染率都在 40％以上，随着 

灭菌时间的延长，污染率有所降低。当时间达到 5 min，叶 

缘开始变褐。因此得出结论：用 0．1％的升汞对叶片进行二 

次灭菌采用 3 min最佳。 

3 结论与讨论 

3．1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当外植体组织被切割和接种时， 

损伤切面变褐，这些褐色物扩散到培养基中，常发现外植体 

或培养物的褐化、枯死现象，对诱导外植体的脱分化和培养 

物的再分化有严重的影响，以至对某些植物的组织培养能否 

取得成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试验过程中，用升汞消毒后 

发现鹿蹄草的根状茎和叶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褐化现象。对 

鹿蹄草的组织培养，基本上掌握了其消毒方法，用 0．1％的 

升汞对鹿蹄草茎段的灭菌采用 7 min最佳，用 0．1％的升汞 

对鹿蹄草叶片的灭菌采用 5 rain最佳。 

3．2 本试验对外植体采用消毒处理和二次灭菌处理后，污 

染率均在 30％以上，找出降低污染率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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