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p 且有 %2 0以上 的高度重复序列
,

专门杂

交实验认为
,

线粒体和叶绿体对 R A P D 产物

的贡献加起来不超过 5%川
,

因此在 P C R 反

应中可忽略
。

本实验比较了取材人参根和 叶

对 R A P D 的影 响
,

两者 R A P D 图型 完全一

致
,

印证了上述结论
。

但各部位次生化合物不

均一可影 响 D N A 质量
,

这一问题通过 D N A

纯化消除后
,

可认为选择药材的任何部位包

括非药用部分做鉴定材料
,

效果是等同的
。

3
.

3 毛细管 P C R 方法和特点和需要注意的

问题
:

毛细管 P C R 方法的特点是反应体系

小
,

扩增 D N A 指纹比普通 P C R 灵敏的多
,

仅用纳克级的样品量即可完成一次反应
,

汪

小全的研究发现当模板 D N A 少至 0
.

4 n g /

拌L 时
,

仍能 扩增 出 正 常稳 定 的 D N A 条

带 l0[ 〕 ,

这是毛细管 P C R 的一大优点
,

大大节

省了材料和 试剂
,

但也正 因为其对 D N A 的

敏感
,

操作时更容易被 D N A 污染
,

干扰鉴别

结果
。

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设三蒸水对照组
,

通

过比较消除污染造成的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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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等茎段直接诱导丛生芽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 0 0 4 3 3) 丁如贤
`

张汉 明 付 翔

摘 要 黄答带节茎段培养在 M S 十 6
一
B A 1 m g八

J

+ N A A 0
.

2 m g / L 的培养基上
,

先诱导形成愈

伤组织
,

然后出现许多绿色小芽
。

进一步移至 M S 培养基上产生大量的丛生芽
。

丛生芽培养于 1/

ZM s + BI A 0
.

5 m g L/ 培养基
一

上可诱导生根
,

形成完整植株
。

关键词 黄答 组织培养 植株再生

中药黄答为 唇形科黄答属 植物黄芬

S
c u t e zza r 乞a 乙a i c a l e n s i: G e o r g i 的 干燥根

,

是

我 国的传统中药
,

最早收载于 《神农本草经 》

列为草根药的上 品
。

中医认为黄芬有清热燥

湿
、

泻火解毒
、

止血
、

安胎的功效
。

现代药理实

验证明其有抗菌
、

解热及降压作用
〔 1〕 ,

近年来

`
A d d r e s s :

D i n g R u x i a n ,

C o ll e g e o f p h
a r m a

叮
,

eS
c o

吐 M i l i t a r y M
e d l

c
丝 U玛

v 旦犷
s

子t y ,谷卜
丁如贤 男

,

讲师
,

本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户 9夕月
一

叮华东帅于电木竿生物掌
士学位

,

同年分配至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
,

从事药用植物组织塔界研咒
。

生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

·

1 9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