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烯利促进种子萌发的一面 ,克服它抑制幼苗生长的

不利一面 ,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 ,开展贯叶连翘种子蛋白质降解变化

的研究
[9 ]
将是下一个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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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百部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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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百部的组培快繁技术 ,为优良品种的快速繁殖奠定基础。 方法　以带侧芽百部茎段为外植体 ,

采用 M 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不同植物生产调节剂进行试验。结果　采用 M S+ 6-BA 3. 0 mg / L+ IB A 0. 2 mg / L的

培养基能成功地诱导芽的分化 ;对于芽增殖 ,以 MS+ 6-BA 3. 0 mg /L+ IBA 0. 3 mg /L培养基较好 ;诱导生根以

M S+ IBA 2. 0 mg / L+ AgNO3 0. 5 mg /L培养基较好 ,培养 30 d后生根率可达 50%以上 ; 20 mg / L多菌灵处理可明

显提高移栽成活率。 结论　初步建立了百部的组培快繁体系 ,使工厂化生产百部种苗成为可能。
关键词: 百部 ;组织培养 ;多菌灵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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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medicinal plant Stemona japonica

YAN G Zhen-de1, 2 , HUANG Shou-xian1 , ZHOU Ch uan-ming1 , LU Tian-ling1

( 1. Fo restr y Co llege , Guangx i Univ er sity , Nanning 530001, China;

2. Nanjing For estry Univ ersity ,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　 To apply the technique of ti ssue cul ture to the rapid propaga tion of Stemona japo-

nica ( Bl. ) Miq. and lay a founda tion for the rapid propagation of it s improved breeds. Methods　 The ex-

plants used fo r culture w ere stem segments wi th axi llary bud of S. japonica. The media were M S basal

media containing di fferent plant hormone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shoo ts could

be induced successful ly in M S medium supplement wi th 6-BA 3. 0 mg /L and IBA 0. 2 mg /L, and the bet ter

medium fo r bud multiplica tion and ro ot inducement w ere M S+ 6-BA 3. 0 mg /L+ IBA 0. 3 mg /L and M S+

IBA 2. 0 mg /L+ AgNO3 0. 5 mg /L respectiv ely. Af ter 30 days ' cul ture, the rate of roo ting reached over

50% . The surviv al rate of t ransplanting w as raised obviously by using 20 mg /L carbenda zim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primary plant reg eneration system of S. japonica has been established, w hich makes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po ssible.

Key words: Stemona japonica ( Bl. ) Miq. ; tissue culture; ca rbendazim; plant g row th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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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部 Stemona japonica ( Bl. ) Miq. 属多年生

草本植物 ,产于浙江、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湖北、

四川、广西等省 ,生于杂木林下和石山灌木丛中。药

用部分主要是根 ,有润肺降气、止咳、杀虫止痒之功

效 ,主治肺结核、百日咳、气管炎、痢疾、蛲虫病、湿

疹、头虱、阴虱等 [1 ]。百部扦插难生根 ,成活率低。主

要用其块根来繁殖 ,而块根正是其药用部分 ,用块根

繁殖浪费药材 ,所以我们进行了百部组织培养快速

繁殖技术的研究 ,为生产出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

百部种苗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外植体的准备:材料采自广西凌云县。以带侧

芽的茎段为外植体。材料先用洗衣粉溶液浸泡并用

柔软毛刷轻轻刷洗表面约 5 min,然后用自来水冲

洗干净 ,再在超净工作台内进行无菌操作 ,用 0. 1%

升汞浸泡 8 min,无菌水冲洗 5次 ,最后将其切成 1

cm长的带侧芽小段 ,接种入培养基中。

1. 2　培养条件:以 MS为培养基 ,附加不同浓度 6-

BA及 IBA,蔗糖用量为 30 g /L,琼脂 0. 7% , pH值

调节到 5. 8。培养基分装后在 121℃下灭菌 17 min。

培养温度 20℃～ 29℃之间 ,光照强度 1 200 lx ,光

照时间 10～ 12 h /d。

2　结果与分析

2. 1　诱导芽的分化:采用 MS+ 6-BA 3. 0 mg /L+

IBA 0. 2 mg /L的培养基进行百部的初代培养。接

种 15 d后 ,腋芽开始萌动生长 ,逐渐伸长 ,培养 35～

40 d后形成丛生芽丛。

2. 2　诱导芽的增殖: 诱导百部继代增殖的培养基为

MS基本培养基附加 BA 1. 5～ 4. 5 mg /L和 IBA 0～

0. 3 mg /L。 每试验号 8瓶 ,每瓶接入 4个单芽。培养

5～ 7 d后 ,于基部产生不定芽 ,随后不断有新的不定芽

产生。由表 1可见 , 6-BA浓度在 3. 0和 4. 5mg /L时 ,

芽的增殖率较高。 方差分析表明 , 6-BA浓度对不定芽

的分化增殖有极显著的影响 [F = 7. 22> F0. 01

( 2, 84)= 4. 87] , q检验表明 6-BA 3. 0和 4. 5 mg /L

浓度水平对百部芽增殖的影响差别不大。由表 1可见 ,

无论从培养苗的高生长或是从茎杆粗壮度来看 , 6-BA

3. 0 mg /L都优于 4. 5 mg /L。 而 BA 3. 0 mg /L与

IBA 0. 3mg /L的搭配为最佳。因此 , BA 3. 0 mg /L+

IBA 0. 3 mg /L为最优增殖培养基。

继代培养时 ,初始芽数对培养体芽增殖有较明

显的影响。培养前期 ,以每块 5个芽的培养增殖效果

最佳 ;但培养后期 ,则以每块 2个芽的培养体芽增殖

倍数最大 ,每块 5个芽的培养体增殖倍数最小

(表 2)。
表 1　 6-BA和 IBA对百部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编

号

6-BA

(mg / L)

IBA

(mg / L)

接种芽

数 (个 )

40 d后

芽数 (个 )

芽增殖率

(倍 )

平均高生

长量 ( cm )
芽粗壮度

11 1. 5 0. 0 32 　 70 2. 19 0. 8 m

12 1. 5 0. 1 32 90 2. 81 0. 7 m

13 1. 5 0. 2 32 93 2. 91 0. 7 m

14 1. 5 0. 3 32 99 3. 09 1. 1 m

21 3. 0 0. 0 32 120 3. 75 0. 6 t

22 3. 0 0. 1 32 96 3. 00 0. 6 t

23 3. 0 0. 2 32 112 3. 50 0. 9 t

24 3. 0 0. 3 32 122 3. 81 1. 1 t

31 4. 5 0. 0 32 90 2. 81 0. 2 s

32 4. 5 0. 1 32 126 3. 94 0. 4 s

33 4. 5 0. 2 32 127 3. 97 0. 3 s

34 4. 5 0. 3 32 103 3. 22 0. 4 s

注: t、 m、 s分别表示粗、中、细

表 2　培养体的初始芽数对芽增殖的影响

每块培养体

的芽数 (个 )

平均增殖芽数 (个 ) 增殖倍数

20 d 30 d 20 d 30 d

1 1. 5 2. 4 1. 5 2. 4

2 3. 4 5. 3 1. 7 2. 7

3 5. 2 7. 2 1. 7 2. 4

4 6. 8 8. 9 1. 7 2. 2

5 9. 1 9. 8 1. 8 2. 0

2. 3　诱导生根:以 MS和 1 /2M S为基本培养基 ,附

加不同浓度的 IBA和 NAA,在平均 20℃的自然室

温下 ,生根效果均不理想 ,生根的速度也慢 ,根系较

短。在所进行的处理中 , M S+ IBA 2. 0 mg /L的培养

基对根的诱导效果最好 ,在 45, 60 d时的生根率分

别为 37. 5%与 53. 1%。 生根率低和生根速度慢 ,可

能的原因是激素浓度不适宜或培养温度偏低 ,低于

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最适温度。在 23℃～ 27℃的温

度培养条件下 ,以 MS+ IBA 2. 0 mg /L+ AgNO3

0. 5 mg /L的培养基上生根率最高 ,在 20, 30 d时的

生根率分别为 37. 5%与 53. 1%。在生根培养基中加

入 BA 0. 01或 0. 05 mg /L时 ,生根率明显降低 (表

3)。 说明细胞分裂素 BA即使在较低的浓度下也不

利于对根的诱导。在培养温度不同的情况下 , M S+

IBA 2. 0 mg /L和 M S+ IBA 2. 0 mg /L+ AgNO3

0. 5 mg /L的生根率相等 ,但长根所需的时间前者是

后者的两倍 ,根的平均长度前者仅为后者的一半。这

一现象表明 ,较低的温度对根的诱导可能有抑制作

用 ,此外 ,也可能与 AgNO3的作用有关。从表 4可

以看出 ,生根培养基中附加不同浓度的 AgNO3时 ,

能提早百部的生根 ,对根的生长有促进作用。较低浓

度的 AgNO3有利于根的诱导 ,这与前人在菜心、菊

花等植物上的研究结果相似
[2～ 4 ]
。 在生根培养基中

附加不同浓度的 ABT生根粉 ,对根的诱导效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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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 ,不管是加入高浓度还是低浓度的 ABT生

根粉 ,生根率均低于 40% ,且根系很短 ,生根速度很

慢 (表 5)。

表 3　不同激素对百部生根诱导的影响

浓度 ( mg /L) 接种数
生根数 平均长度 ( cm) 生根率 (% )

20 d 30 d 20 d 30 d 20 d 30 d

M S+ IBA 1. 0 32 　　 9 　　 14 　 0. 4 　 1. 7 　 28. 1 　 43. 8

M S+ IBA 2. 0 32 7 12 0. 4 1. 3 21. 9 37. 5

M S+ IBA 2. 0+ BA 0. 01 32 7 7 0. 3 0. 8 21. 9 21. 9

M S+ IBA 2. 0+ BA 0. 05 32 7 8 0. 3 1. 0 21. 9 25. 0

M S+ IBA 2. 0+ AgNO 3 0. 5 32 12 17 1. 0 2. 0 37. 5 53. 1

M S+ IBA 2. 0+ AgNO 3 1. 0 32 8 8 0. 8 1. 3 25. 0 25. 0

1 /2M S+ IBA 1. 0+ AgNO 3 0. 5 32 4 10 0. 4 1. 8 12. 5 31. 3

1 /2M S+ IBA 1. 0+ AgNO 3 1. 0 32 0 4 0 1. 2 0 12. 5

1 /2M S+ IBA 1. 0 32 6 7 0. 3 0. 8 18. 1 21. 9

1 /2M S+ IBA 1. 0+ N AA 1. 0 32 4 5 0. 2 0. 5 12. 5 15. 6

1 /2M S+ IBA 1. 0+ N AA 1. 0+ BA 0. 01 32 2 2 0. 2 0. 3 6. 3 6. 3

1 /2M S+ IBA 1. 0+ N AA 1. 0+ BA 0. 05 32 3 6 0. 2 0. 4 9. 4 18. 8

表 4　不同 AgNO3浓度对百部生根的影响

浓度 ( mg /L) 接种数
生根数 平均长度 ( cm) 生根率 (% )

20 d 30 d 20 d 30 d 20 d 30 d

M S+ IBA 1. 0+ AgNO3 0. 5 32 　　 9 　　 14 　 1. 5 　 2. 5 　 28. 1 　 43. 8

M S+ IBA 1. 0+ AgNO3 1. 0 32 8 10 1. 3 2. 2 25. 0 31. 3

M S+ IBA 1. 0+ AgNO3 2. 0 32 6 9 2. 0 2. 0 18. 8 28. 1

M S+ IBA 1. 0+ AgNO3 3. 0 32 6 8 0. 6 1. 8 18. 8 25. 0

M S+ IBA 1. 0+ AgNO3 4. 0 32 6 7 0. 8 1. 7 18. 8 21. 9

M S+ IBA 1. 0+ AgNO3 5. 0 32 5 8 0. 8 1. 8 15. 6 25. 0

M S+ IBA 2. 0+ AgNO3 0. 5 32 10 15 1. 0 2. 4 31. 3 46. 9

M S+ IBA 2. 0+ AgNO3 1. 0 32 8 8 0. 8 2. 0 25. 0 25. 0

M S+ IBA 2. 0+ AgNO3 2. 0 32 7 7 0. 7 1. 8 21. 9 21. 9

M S+ IBA 2. 0+ AgNO3 3. 0 32 6 9 1. 2 2. 0 18. 8 28. 1

M S+ IBA 2. 0+ AgNO3 4. 0 32 7 9 1. 0 2. 3 21. 9 28. 1

M S+ IBA 2. 0+ AgNO3 5. 0 32 5 8 1. 0 2. 2 15. 6 25. 0

表 5　不同 ABT生根粉浓度对百部生根的影响

浓度 ( mg /L) 接种数
生根数 平均长度 ( cm) 生根率 (% )

20 d 30 d 20 d 30 d 20 d 30 d

M S+ IBA 1. 0+ ABT 0. 2 32 　　 2 　　 3 　 0. 3 　 0. 6 　 6. 3 　 9. 4

M S+ IBA 1. 0+ ABT 0. 4 32 2 2 0. 3 0. 4 6. 3 6. 3

M S+ IBA 1. 0+ ABT 0. 6 32 2 2 0. 2 0. 2 6. 3 6. 3

M S+ IBA 1. 0+ ABT 0. 8 32 3 7 0. 2 0. 5 9. 4 21. 9

M S+ IBA 1. 0+ ABT 1. 0 32 1 8 0. 3 0. 4 3. 1 25. 0

M S+ IBA 1. 0+ ABT 2. 0 32 5 11 0. 2 0. 4 15. 6 34. 4

M S+ IBA 1. 0+ ABT 5. 0 32 4 10 0. 2 0. 4 12. 5 31. 3

M S+ IBA 1. 0+ ABT 10. 0 32 0 1 0 0. 2 0 3. 1

2. 4　百部的生根苗移栽: 从表 6可以看出 ,对有根

的移栽苗 ,以珍珠岩为基质的移栽效果明显好于黄

心土 ,这可能是由于黄心土粘性大 ,浇透水后 ,土壤

容易板结 ,不利于透气透水 ,也不利于根系的生长 ,

而珍珠岩疏松 ,透气与保水性能较好 ,对根系的生长

有利。移栽苗用清水洗干净后 ,用不同浓度的多菌灵

浸泡 1～ 2 min,再移入事先装好河沙的营养杯中。

由表 7可见 ,用 20 mg /L的多菌灵处理后 ,成活率

都高于其他几个处理浓度 ,说明 20 mg /L是移栽苗

浸泡消毒的最佳浓度。低于这个浓度 ,对无菌苗的消

毒不彻底 ,高于这一浓度 ,又有可能杀伤无菌苗。
表 6　百部试管苗在不同基质中的成活率

基　质 移栽数 成活数 成活率 (% )

黄心土 22 　　　　 9 40. 9

珍珠岩 33 23 69. 7

　　移栽是一个由无菌的环境转向有菌环境的过

程 ,刚开始植株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 ,通过用多菌

灵的消毒处理 ,可减少细菌对植株的危害 ,能提高植

株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从而提高植株的成活率。在打

开薄膜后 ,仍有少量的植株死亡 ,因此 ,薄膜不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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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多菌灵处理对百部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浓度

( mg /L)
移栽数

成活数 成活率 (% )

15 d 23 d 15 d 23 d

　　 0 22 17 　　 13 77. 3 59. 1

5 22 17 9 77. 3 40. 9

10 22 14 12 63. 6 54. 5

15 22 19 12 86. 4 54. 5

20 22 21 18 95. 5 81. 8

25 21 11 11 52. 4 52. 4

　　移栽基质为多菌灵消毒的河沙

次性地揭开 ,应该逐渐地揭开 ,让植株慢慢地适应周

围恶劣的环境。因杂菌感染而死亡的植株几乎都是

生长较细 ,叶片数较少的植株 ,因此 ,在移栽时选择

生长健壮、具有绿叶片数较多的壮苗进行移栽也是

移栽成活的关键。

3　小结

3. 1　 MS+ 6-BA 3. 0 mg /L+ IBA 0. 3 mg /L为百

部芽增殖较佳的培养基 ,培养基中附加适宜浓度的

AgNO3可提高百部的生根率 ,加快生根速度。诱导

生根以培养基 MS+ IBA 2. 0 mg /L+ AgNO3 0. 5

mg /L的生根效果较好。

3. 2　百部移栽基质 ,以珍珠岩或细砂较好 ;移栽前 ,

用 20 mg /L多菌灵消毒有根苗 ,可明显提高移栽的

成活率。

百部的生根率与移栽的成活率并不理想 ,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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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区高山红景天的核磁共振特征图谱的研究

王思宏1 ,尹秀梅2 ,张艳春3 ,吴信子 1 ,郑　兴 1 ,尹起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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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长白山地区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核磁共振特征图谱。方法　采用赵天增总提取物通用方法 ,

用液 -质联机作比较 ,同时以长白红景天作对比。 结果　采用赵天增总提取物通用方法 ,薄层层析后都可以得到有

效成分红景天苷特征明显的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长白红景天有效成分红景天苷特征不明显的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结论　根据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的总提物的收率 ,可以判断它们品质的优劣 ;根据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核磁

共振特征图谱 ,可以成为高山红景天真伪鉴别的依据 ;高山红景天和长白红景天谱图的相似性 ,说明他们为同科属

植物。
关键词: 长白山地区 ;野生和栽培高山红景天 ;长白红景天 ;红景天苷 ;核磁共振特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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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dentification of Rhodila sachalinens is by
1
HNMR fingerprints

in different Changbai mountai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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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红景天 Rhodiola sachalinensis A. Bo r是 景天科红景天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鉴别方法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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