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药材
。

激素对荻蓝器官分化的影响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 0 0 4 3 3) 傅 翔
令

张汉明 丁如贤 陈静蓉

摘 要 报道了落蓝外植体 (子叶
、

下胚轴
、

叶和 胚根 )在不同激素条件下直接分化成苗
,

再生植株

的研究结果
。

外植体分化芽需要有 BA 和 N A A 的适宜配合
;

单独用 N A A 或 IB A 有利于芽的生

根
,

并长成完整植株
。

关键词 落蓝 激素 器官分化

十字 花科植 物落蓝 (Is at is in dl g ot ica

For t
.

)是常用 中药板蓝根
,

大青叶的主要来

源
,

是我国南北各地广为栽培的药用植物
。

板

蓝根和大青叶均有清热解毒
,

凉血
,

消斑的功

效
,

在临床上用量极大
,

大青叶中所含靛玉红

还有治疗慢性粒细胞白细胞病的作用
〔‘〕 ,

药

理实验表明板蓝根对 A D P 诱导的血小板聚

集有明显抑制作用
〔幻

,

板蓝根多糖能促进免

疫功能
‘3〕 。

利用组织培养进行快速 繁殖和高产栽

培
,

对节约耕地
,

提高产量有重要意义
。

有关

落蓝组织培养 已有所报道
,

如通过子叶
〔们 ,

幼

叶
〔”
及 子房

〔6〕
分化芽都获得成功

,

但对分化

条件及影响因素尚缺乏系统研究
,

本次实验

分析比较了各种激素对落蓝的不同外植体

(子叶
,

下胚轴
,

叶和胚根 )器官分化能力及愈

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

l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

去掉果皮的秘蓝种 子
,

经消毒后

接入无激素 M S 基本培 养基生长 2 周
,

切下

子叶
,

幼叶
,

下胚轴
,

胚根作为外植体
。

1
.

2 方法
:

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
,

配合不同

的激素配 比
,

加入 3 %蔗糖
, 0

.

7 %琼脂
,

讨I

5
.

8 ,

将外植体切成小块 (段 )接于 上述培养

基
,

培养室光照强度 Z o o ol x ,

每 日光照 1 2h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BA 浓度为 2 m g / L 而加入不 同 N A A

浓度时
,

两周后可见不同的外植体均可诱导

出丛芽
,

每块外植体上芽多达 10 一巧 个
,

但

不 同外植体均有其最适合的芽分化的 N A A

浓度
:

胚根即使在不加任何激素时
,

也能基本

上分化得到芽
;
子叶和幼叶分化成芽的 N A A

最佳浓度 m g / L 分别为 0
.

2 和 1 ; 下胚轴在

N A A 浓度为 。一 。
.

5 m g / L 时
,

分化率基本

达到在 80 %以上
。

当 BA 浓度固定时
,

胚根
,

下胚轴
, .

子叶和幼 叶对 N A A 的需求呈逐渐

增 加的趋势 (表 1 )
,

可能与外植体本身内含

生长素相关
。

2
.

2 当将 BA 浓度降低到 0
.

2 m g / L 时
,

再

添加不同浓度 N A A
,

观察芽器官分化 的情

况
。

由表 2 可见
,

在 N A A 为 。时
,

虽然芽诱

导率提高
,

但实验中观察到此时每块外植体

上芽数较少
,

一般少于 5 个
,

并伴随着部分的

不定根分化出现
。

随培养基 中 N A A 浓度增

高
,

芽诱导率急剧下降
,

当 N A A 大于 5 m g /

L 时
,

子叶和下胚轴无法观察到 芽分化的发

生
,

而此时不定根的发生也不可见
,

只有白色

愈伤组织形成
;
叶在 N A A 大于 5 m g / L 时

,

也没有器官分化
;
根在 N A A 大于 2 m g / L 时

已基木上没有芽分化
,

只形成少量愈伤组织
。

由此可见 BA / N A A 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外植体的器官分化
。

, A d d r e s s
:
F u X ia n g

,

T h e Ph a r m a ey C o lle g e
,

S e e o n (1 M ilit a r y M
e d ie a l U n iv e r s ity

傅 翔 男
,

硕士
, 1 9 9’7 年毕业于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 专业

,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的组织培养 作
。

本文内容是研
究生课题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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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浓度 B A (2 二g / L )M s 培养墓组藕蓝芽的诱导率

培培养基 (mg /I
口

) 叶 子叶 下胚轴 胚根根

BBBA NA
·

群i翼
)

酬i翼
)

巍蒸翼
)

酬i翼翼
000 0 3 7 12 32

.

4 3 8 1 1 2 9
.

6 3 3 9 2 5
.

4 4 0 3 9 9 7
.

555

222 0 3 9 18 4 6
.

2 4 0 2 6 6 5
.

0 34 28 8 2
.

4 3 6 3 4 94
.

444

222 0
.

1 3 6 14 38
.

孕 3 8 2 6 6 8
.

4 3 3 2 7 8 1
.

8 4 2 4 2 1 0000

222 0
.

2 4 2 1 2 28
.

6 3 6 3 6 1 0 0 4 2 3 5 8 3
.

3 4 2 2 7 6 4
.

333

222 0
.

5 3 6 1 2 3 3
.

3 4 0 3 0 7 5
.

0 3 4 2 7 8 2
,

4 32 2 8 2 8
.

777

222 1
,

0 3 6 34 9 6
.

4 3 6 3 4 9 4
.

4 34 20 58
.

8 4 4 3 2 7 2
.

777

222 2
.

0
.

3 4 1 8 5 2
.

9 3 3 2 0 6 0
.

6 3 2 1 6 50
.

0 4 0 3 1 7 7
.

555

222 5
.

0
.

3 2 1 7 5 3
.

1 3 7 3 3 8 9
.

2 3 4 18 52
.

9 37 2 6 7 0
.

333

222 1 0
.

0
.

3 0 1 5 5 0
.

0 3 1 2 5 8 0
.

6 3 6 10 2 7
.

8 3 5 2 3 6 5
.

777

诱导分化率 一

鑫黯黯森x 1 00 %
.

肉眼可见白色愈伤组织

农 2 低浓度 B A (。
.

2 m g / L )Ms 培养墓组落蓝芽的诱导率

培培养基 (m g / L ) 子叶 叶 下胚轴 胚根根

BBBA NA
·

麟i翼
)

巍:;翼
)

暇i翼
)

蒸蒸蒸蒸
000

.

2 0 △ 4 0 4 0 1 0 0 40 4 0 1 0 0 4 0 4 0 10 0 4 0 3 3 7 5
.

000

000
.

2 1
.

0 4 4 2 1 4 9
。

6 3 5 30 8 5 7 3 6 28 77
.

8 3 6 19 5 2
.

888

000
.

2 2
.

0 3 6 1 8 5 0
.

0 3 0 6 2 0
.

0 3 5 14 2 8
.

6 38 14 3 6
.

888

000
.

2 5
.

0
份

3 8 8 2 6
.

3 3 0 5 1 6
.

7 3 5 0 0 36 9 2 5
.

000

000
.

2 10
.

0 苍

4 0 0 0 3 6 0 0 3 7 0 0 32 0 000

△有不定根分化
’

肉眼可见白色愈伤组织

2
.

3 当苗长至 1 c m 时
,

切下插入生根培养

表 3 丛生苗生根率比较

卜卜
s 培养基(m g / I ) 对照组 成苗组组

NNNA

一 豁黔黔磷;镖镖
000 0 3 1 1 9 6 1

.

3 2 9 2 1 72
.

444

000
.

1 0 3 8 3 1 8 1
.

6 3 0 2 6 8 6
.

777

000
.

5 0 3 3 2 8 8 4
.

8 3 1 2 7 87
.

111

111
.

0 0 3 7 3 3 8 9
。

2 3 0 2 8 9 3
.

333

222
.

0 0 3 3 2 9 8 7
.

9 3 0 2 8 9 3
。

333

000 0
.

5 3 2 2 9 9 0
.

6 3 3 3 1 9 3
.

999

000 1
.

0 3 1 2 7 8 7
.

1 3 0 2 7 90
.

000

生根率二 ;

瞥黑馨
只 ‘

00%
基

。

N A A 浓度为 1 m g / L 或 IBA 浓度为 0
.

5

m g / L 时
,

生根率较高
,

且丛生苗经 B A I +

N A A I 分别成单株培养后 1 周扦插 (简称成

苗培养 )
,

生根率高于对照组 (未经成苗培养

基培养 )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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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 o e o t yl
,

”
u n g le a f a n d r a d ie le

.

R o o tg e n e s is o f the b u d w a s s tim u la te d b y N A A o r IB A a d d e d t o th e M S

m e d iu m
, a n d e v e n tu a lly g r o w in t o a e o m p le te p la n tle t

.

施肥对忍冬生长发育及体内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 5 0 0 1 4 ) 徐凌川
来

张永清 王绪平” 蒋 秀娟
’

“ 周文杰
‘ “ ‘

摘 要 通过施用不同的肥料
,

对比了忍冬植株生长发育情况及其体内主要化学成分的变化
,

为

其栽培增产技术及保证药材质量提供了依据
。

关键词 忍冬 施肥 生长发育 化学成分

当野生药材转为人工种植时
,

植株的生

长条件得到了优化
,

药材的品质
一

也就会不 同

程度的有所变化
,

研究栽培措施对药用植物

体内有效成分合成的影响
,

是保证栽培药材

质量的重要途径
。

施肥作为一种常见的增产

措施早已被广泛采用
,

有关报道也很多
,

但该

措施对药材质量影响如何的研究却不多见
。

为探讨施肥对常用中药金银花与忍冬藤产量

和质量的影响
,

我们进行了本研究
。

1 材料

1
.

1 盆钵植株
:

泥盆高 17 。m
,

上 口 内径 22
c m

,

底部内径 17 c m ;
供试植株为山东中医药

大学药用植物园种植的 4 年生忍冬科植物忍

冬 L伽ic era j夕P in ica T h u n b
.

(本校张永清副

教授鉴定 )
,

品种为大毛花
。

1
.

2 土壤
:

为含肥量较低
,

较为粘重的棕黄

土
,

pH 值为 6
.

5 ,

持木量 3 4 %
。

1
.

3 肥料
:

a) 尿素
。

b) 磷酸二氢钠
。 。 )氯化

钾
。

d) 复合肥
,

皆为市售品
。

2 方法

2
.

1 施肥处理
:

以盆为单位 (每盒 1 株 )
,

每

种肥料设 10 盆处理
。

在植株发芽后进行正常

生长时开始施肥
。

氮肥
,

每次每盆施用尿素

3
.

21 9 (相当于氮素 1
.

5 9 ) ; 磷肥
,

每次每盆

施用磷酸二氢钠 3
.

3 9 (相当于五氧化二磷

1
.

5 9 ) ; 钾肥
,

每次 每盆施 用氯化钾 2
.

38 9

(相当于氧化钾 1
.

5 9 ) ;复合肥
,

每次每盆施

用氮
、

磷
、

钾肥处理量的三分之一
,

同时设空

白对照
。

为保证施肥效果
,

重复施用 3 次
,

时

间间隔为 lo d
。

2
.

2 生长发育情况测定
; a )叶面积测定

:

每

盆随机选择正常叶片 10 个
,

分别测定 叶面

积
。

b) 叶重的测定
:

每盆随机选择正常叶片

1 0 个
,

称定重量
。 c )开花数量的测定

:

在第一

茬花期中
,

每天统计开花的数量
,

最后合计在

一起
。

d) 花蕾重量的测定
:

在花期中采摘将

要开放的大白期花蕾
,

每株采花蕾 10 个
,

称

定重量
。

以上均以盆为单位
。

2
.

3 化学成分含量测 定
:

以盆为单位
,

每盆

采摘叶片及花蕾 10 个
,

置室内通风处阴干
,

用捣筒或粉碎机粉碎
,

粉末置干燥器中备用
。

a )绿原酸含量的测定
: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

b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

采用蕙酮 比色法
。 c )

游离氨基酸总量的测定
:

采用苟三酮比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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