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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道地黄芪种苗的离体快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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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筛选出适于无菌短枝快繁的培养基及研究试管苗移栽驯化技术。方法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

同质量浓度的BA和NAA，对黄芪的不同外植体进行组织快繁研究。结果 一年生植株的带芽茎段在MS+BA 0．1

mg／L培养基上短枝长势最好；一年生植株的新生芽和两年生植株的带芽茎段，在MS+BA 0．8 mg／L+NAA 0．1

mg／L培养基上均能产生丛生芽。将短枝接种于1／2MS+0．1％活性炭或1／2MS+NAA 1．5 mg／L+0．1％活性炭的

培养基上，经诱导产生有效根。小苗经沙培驯化后。移栽成活。结论利用蒙古黄芪的无菌短枝快繁优良种苗是一

种经济、快速、可行的育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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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 Bge．var．

mongholicus(Bge．)Hsiao为豆科黄芪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以根人药，是常用大宗中药材[1]，也是甘肃

道地药材之一。甘肃陇西就素有“中国黄芪之乡”的

美称。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野生资源

El渐匮乏，采用育苗移栽进行人工栽植成为黄芪的

主要来源[2]。但是黄芪生长周期长、种子硬实现象严

重[3]，且易受黄芪小蜂危害，所以播种时用种量大、

繁殖系数低，造成药农经济成本增加。同时，黄芪种

植历史悠久，传统栽培中往往不重视优良性状的选

育，存在性状变异多、品系混杂严重等现象，对药材

产量和品质产生不良影响[4]。目前，陇西地区育苗也

出现了一定困难，一年生小苗易遭受病虫侵染，导致

根部出现黑斑甚至断根。因此，寻找一种新的育苗方

式迫在眉睫。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采用黄芪带腋芽及

顶芽的茎段作外植体，进行植物离体快繁，可于短期

内获得大量遗传性状一致的幼苗，比用种子繁殖节

省育苗空间和成本，成苗迅速且便于集中精细管

理[5]。虽然国内外对黄芪的组织培养有一些报道，但

主要研究愈伤诱导和植株再生，利用短枝进行快繁

种苗未见报道。本试验旨在建立黄芪无菌短枝快繁

的育苗体系。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采自甘肃陇西县马河镇产一年和二年生

黄芪，经林丽高级实验师鉴定，剪取实生苗的新生芽

及地上茎段。

1．2短枝诱导：用软毛刷及洗衣粉水轻轻刷洗黄芪

枝条，然后用流水冲洗12 h。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

75％乙醇漂洗30 S，然后用2％次氯酸钠溶液灭菌10

min，再用0．1％升汞溶液灭菌10 min，最后用无菌水

冲洗5次，接种于添加不同质量浓度6-BA及NAA

的培养基上。将材料置于室温25℃、光照时间13

h／d左右、光照强度2 000 Ix的条件下培养。

1．3根的诱导：当短枝长到6"-8 cm高时，切除基

部较老化部分，然后将形态学下端近节处插入生根

培养基中，在与1．2项相同的培养条件下诱导生

根[6]。生根培养基为1／2MS培养基添加不同质量浓

度NAA和0．1％活性炭。

1．4炼苗和移栽：当短枝基部形成较发达的根系

后，打开瓶塞，炼苗2 d，然后轻轻取出小苗，小心洗

去根部的培养基[引，然后将试管苗栽植于蛭石一河

沙一腐殖土(5；4，1)的基质中，用打孔的透明塑料

杯罩住保湿。用半透明塑料膜遮荫，每日喷水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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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加光照并降低湿度。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外植体在相同培养基上生长状况比较：培

养两周后进行观察统计，发现相同激素处理的培养

基中，不同材料表现出的生长状况不同(表1)。相同

的培养基中，一年生植株及两年生植株的腋芽诱导

的枝条矮且粗壮，一年生的新生芽则普遍较高。其中

以一年生植株的茎段诱导的枝条长势最好，接种材

料全部成枝(图1)。其原因可能是一年生苗的茎段内

源激素量较高，营养物质充足口]，因此，抽枝分化容

易，生长良好。一年生植株的茎段及一年生苗的新生

芽较两年生植株的茎段易抽生二级侧枝，且生长旺

盛、株型丰满。在MS+BA 0．8 mg／L+NAA 0．1

mg／L培养基上，两年生植株的茎段及一年生植株

的新生芽经诱导后在原叶腋处产生了丛生芽，一年

生植株的茎段则无丛生芽发生。

表1不同外檀体在不同培养基上的短枝生长

Table 1 Growth of short branches of different explants on different media

(1)平均茎长≤6-0 cm为较矮16·0 cm<茎长<8．0 cm为较鬲I茎长≥8·0 cm为商

(2)平均茎粗≤3．0 mm为细弱}3．0 ram<茎租<3．3 mm为较粗-茎粗i>3．3 mm为粗壮

(3)短枝上侧枝是指经诱导后抽生的短枝上产生的二级分枝

(1)average stem height≤6．0 cm is shortI height>6．0 cm and<8．0 cm is higher)height≥8．0 cm is highest

(2)average stem diameter≤3．0 mm is slim I stem diameter：>3．0 mm and<3．3 mm is stronger)diameter≥3．3 mm is strongest

(3)side branch is secondary branch of short branch which was induced

株普遍表现低矮，愈伤组织块变大、褐化减轻。由此

可见，BA对短枝粗细、愈伤组织大小及褐化程度的

影响较显著。在MS+BA 0．8 mg／L+NAA 0．1

mg／L培养基上，经诱导后大部分材料产生丛生芽。

其中以MS+BA 0．1 mg／L培养基上的短枝长势

最好。

2．2．2一年生植株的茎段：随着BA质量浓度的升

图1生长旺盛的短枝 高，短枝和愈伤组织状况与两年生植株茎段相似，在

Fig．1 BIoom plantlets of short branches MS+BA 0．1 mg／L培养基上的短枝长势也最好。

2．2激素质量浓度不同配比的培养基上，同种外植 在MS+BA 0．1 mg／L及MS+BA 0．5 mg／L+

体生长状况比较：外植体来源相同，但培养基激素质 NAA 0．1 mg／L培养基上，材料经诱导后，短枝上

量浓度配比不同，外植体经诱导后生长状况亦有差异。 抽生的二级侧枝生长旺盛、株型丰满。

2．2．1 两年生植株的茎段：当NAA为0．1 mg／L 2．2．3一年生植株的新生芽：随着BA质量浓度的

时，随着BA质量浓度的升高，短枝由粗变细，但植 升高，短枝则由细变粗，植株较高变为高，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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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由小变大、褐化减轻。在与上述一年生植株茎段相

同的培养基上，也诱导产生了二级侧枝。在与两年生

植株茎段相同的培养基上诱导产生了丛生芽。

因此，综合3种外植体的共同表现分析，BA质

量浓度适当升高，利于减轻褐化程度[B]。MS+BA

0．1 mg／L和MS+BA 0．5 mg／L+NAA 0．1 mg／L

培养基适于诱导短枝。MS+BA 0．8 mg／L+NAA

0．1 mg／L培养基适于诱导丛生芽。这种培养基中

BA量较高，经验证易于诱导腋芽产生丛生芽。在

MS+NAA 0．1 mg／L培养基上，材料基部均未产

生愈伤组织块。

2．3不同培养基对诱导生根的影响：将5～6 cm长

的短枝接种于MS培养基或添加激素的MS培养基

上，均未诱导生根。但接种于添加活性炭的1／2MS

培养基或添加活性炭和1．5 mg／L NAA的1／2MS

培养基上的短枝，经诱导后均产生有效根(表2)。其

中以1／2MS+活性炭培养基诱导效果最佳，培养12

d时发根，20 d时形成发达根系(图2)。NAA质量浓

度低时，易诱导生根，但随着NAA质量浓度升高，

根诱导受到阻碍且在根基部产生少量白色愈伤组

织，所以低质量浓度的NAA利于生根。同时笔者也

做了相同激素质量浓度处理，但未加活性炭的对比

试验，经过相同天数的培养，未能诱导生根，可见活

性炭对黄芪短枝生根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哀2不同激素处理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s on inducing of roots

培养基类型接薹萎料瓣平怒料怒鳓囊嚣织

图2试管苗生根

Fig．2 Producing roots in test tube

2．4试管苗移栽驯化：本试验获得了生根的组培小

苗，经沙培驯化后移栽成活(图3)。移栽应在苗基部

形成较发达的根系后进行，过早会导致小苗枯死[g]。

在移栽前需先打开瓶塞炼苗2 d，使小苗逐渐适应较

干燥的外界环境。然后轻轻取出小苗，小心洗去根部

的培养基，注意尽量减少根的损伤，罩上塑料杯。在

小苗驯化阶段，应逐渐增加光照并降低湿度，使气孔

逐渐恢复至正常状态[10。。待枝叶上挺、新叶抽出、叶

色转绿后，去除塑料杯，逐渐控制水分，继续锻炼数

日，小苗即可在正常条件下生长。

图3试冒苗移栽成活

Fig．3 Viability of transplant in test tube

3讨论

3．1 培养时外植体愈伤化和褐化控制：短枝诱导时

凡在添加有BA的培养基中，茎段切口处均产生了

深绿色的致密愈伤组织，该愈伤组织极易褐化且阻

碍根的诱导。随着BA质量浓度的升高，愈伤组织的

量也相应增多，但褐化程度减轻。因此，要减少深绿

色愈伤组织产生，可适当降低BA的用量[11。。

另外，诱导生根时在添加有活性炭、3．0 mg／L

NAA或5．0 mg／L NAA的1／2MS培养基上，经诱

导在短枝基部均产生了小块的白色较疏松愈伤组

织，但无褐化发生。而在添加活性炭的1／2MS培养

基或添加活性炭和1．5 mg／L NAA的1／2MS培养

基上的短枝，既无褐化发生，又无愈伤组织产生，所

以培养中添加活性炭并降低无机盐浓度，可有效地

控制褐化。同时随着NAA质量浓度降低可避免产

生白色愈伤。

3．2材料的污染及其控制：外植体初代培养时极易

污染，污染率最高可达90％。为了提高实验效率在材

料污染控制方面应注意：采材时应选取生长健壮的

无病植株，以地上部分作外植体材料；于春末采材，

材料带菌少，不易污染；在材料预处理时应用毛刷在

洗衣粉稀溶液中轻轻刷洗，再用流动水冲洗12 h；外

植体以两种灭菌剂配合灭菌并加入数滴浓度0．2％

的聚山梨酯80，可取得良好的灭菌效果。

3．3前景展望：本实验采用带腋芽或顶芽的茎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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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织培养，建立甘肃道地黄芪的离体快繁体系。该

试验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将试管苗成功地移栽于

盆土中且生长良好，这对于实现黄芪种苗工厂化生

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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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和采收时间对美花石斛药材中多糖的影响

武孔媛1，王文全”，金家兴2，孙志蓉1，龙友邻2，白 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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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不同产地和不同采收季节对美花石斛药材多糖的影响，为确定美花石斛药材的最佳产地和采

收时间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苯酚一浓硫酸比色法比较不同产地和不同采收时间美花石斛药材的多糖量，并对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不同产地和生长年限美花石斛多糖量差异较大，贵州则戎产的美花石斛药材多糖量最高，为

14．9％；不同采收时期美花石斛药材的多糖量2年生均高于3年生，4月时多糖量最低，从4月开始量逐渐增高．其

中9月量达到最高。结论以多糖量为指标来判断药材质量的好坏，贵州则戎所产的美花石斛药材质量较好，2年

生药材的多糖量较高，采收期安排在9月至次年1月份期间比较合适，这一结果与传统石斛药材秋冬季节采收相

符，并为美花石斛药材的采收和质量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美花石斛；产地；采收时间；多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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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具有滋阴清热、益胃生津、润肺止咳之功

效，为传统名贵中药，其来源植物有40多种，美花石

斛Dendrotn'um loddigesii Rolfe是《中国药典>>2000

年版收载的环草石斛药材的原植物，化学成分含有

多糖、生物碱和芪类化合物(stilbenoids)等n~3]。药

理实验证明石斛的多糖类成分是石斛中具有免疫促

进和抗肿瘤作用的活性成分[‘]，常以多糖的量高低

来判断某一类石斛药材的质量好坏[3]。因此，多糖量

可以作为评价环草石斛药材质量的指标。

《中国药典>>2005年版中石斛的采收时间是全

年均可采收，对于石斛药材的采收时间没有明确的

规定，但是不同生长年限和生长月份的石斛中有效

成分的量和积累是存在差别的，药材的产地也影响

药材有效成分。白音等[s1研究了不同生长年限美花

石斛茎的多糖量，发现2年生药材的多糖量较高，采

收期安排在第2年生长结束时比较合适，但对具体

的采收时间，未进行动态分析。确定药材的适宜产地

有利于发展药材的生产，而药材适宜采收时间的确

定有利于药农进行采收和确保药材中的有效成分的

量，从而确保临床药效。本实验采用苯酚一硫酸法对

不同产地、不同生长年限和不同月份采收的美花石

斛的多糖量进行测定，并对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初步确定美花石斛药材的适宜产地和采收时间，为

其质量评价及探索最佳采收期提供科学依据。

1仪器、试剂与材料

1．1 仪器与试剂：U一2000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HITACHI)；UV一2100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

计(上海优尼柯仪器有限公司)；无水葡萄糖对照品

(北京拜尔迪生物公司，批号G一8270，供定量测定

用)。浓硫酸、苯酚、乙醇均为分析纯(北京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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