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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解人工种子制作流程及发芽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郭顺星
每

曹文琴 张 集慧 徐锦堂

摘 要 以原球茎为材料
,

建立了铁皮石解 D翻d or b iu m ,a
n
dl d “

m 人工种子的初步制作流程
。

以

改良 12/ M S培养基各种成分附加蔗糖为人工胚乳的 人工种子存活率
、

发芽率
、

成苗最好
,

其发芽

率可达 80 % 以上
。

关键词 铁皮石解 人工种子 发芽

近年来利用植物体细胞胚制作人工种子

的研究
,

已成为植物繁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
。

植物人工种子作为一项新兴的生物工程

技术
,

在植物培养材料的快速繁殖
、

保藏
、

运

输等方面
,

展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

我国在植

物 人工 种 子 的 研 究方 面 也 取得 了较大 进

展 〔`一 3〕 ,

已在粮食
、

蔬菜及药用植物方面进行

了研究和应用
。

铁皮石斜是兰科中名贵药用

植物
,

自然条件下生长缓慢
,

试管无菌移栽成

活率低
。

本试验以原球茎为材料
,

初步研究了

经包埋制成人工种子流程及在半 自然条件下

的萌发特点
,

为铁皮石解的快速繁殖
、

扩大生

产提供参考
。

1 材料和方法

铁皮石解 刀` n d or bl u m :
an dl d u切 系体细

胞培养过程中形成的原球茎
,

选未形成苗
、

健

壮
、

个体大小基本一致的原球茎为实验材料
。

人工种子的种皮成分 为 3 %海藻酸钠和

2% C a CI
, ; 人工胚乳的组成为改 良的 1 2/ M S

培养基各种成分加其它物质
,

根据要求具体

设置以下处理
:

a) 仅用 3%海藻酸钠包埋 (对

照 ) ; b )改 良的 1 2/ M 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

c ) 基本培养基 + Zm g / L G A 3 ;
d) 基本培 养基

+ 3%蔗糖
; e )基本培养基十 3% 麦芽糖

。

分别取实验各处理按 3% 比例加入海藻

酸钠粉末
,

混 合加热使成溶胶状态即包埋剂
。

灭菌冷却 后
,

将生长一致 的铁皮石解原球茎

与包埋剂分别混合
。

然后用予制好的吸管分

别取带原球茎的液滴 (每滴 1 粒原球茎 )
,

滴

入 2% C a C I
:

溶液中
,

放置 1 5一 Z om i n 即可形

成白色半透明的包埋丸
。

将包埋力取出放入

无菌水中浸洗 3一 4 次 (约 1 5 m i n )
。

将人工种子分 别置于两种器皿 中培养
:

一是铺有海绵的培养皿中
,

加适量无菌水
,

然

后将适量包埋丸放 入皿 中海绵上
,

每处理重

复 3 皿
;二是将包埋丸 适量 置于含 1%的琼

脂胶三角瓶中
,

每处理重复 2 瓶
。

操作完后将

上述 4 瓶置 25 C
,

1 2h d/ 光照下进行萌发试

验
。

2 结果

2
.

1 不同处理对人工种子成活率的影响
:

在

同一水平上
,

即原球茎大小
、

健壮基本一致的

情况下
,

铁皮石解人工种子胚乳 附加不同物

质对种子存活率有较大影响
。

从表 1 可以看

出
,

培 养 3 d4 时存活率 以基本培养基 + 蔗糖

处理为最好
,

顺序为基本培养基 + 蔗糖 (存活

率 95
.

5% ) > 基本培养基 + 麦芽糖 ( 64 % ) >

对照 ( 42 % ) > 基本培养基 ( 22 % )
。

除个别培

养皿或瓶污染杂菌外
,

采用转养皿
、

瓶培养人

工种子其成活率差异不大 (表 1 )
。

2
.

2 不同处理对人工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

从

表 2 可以看出
,

不加任何营养仅用海藻酸钠

包埋 的原球茎也可发芽
,

只要给予适当环境

条件
,

铁皮石解原球茎容易萌发
,

但进一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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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处理对铁皮石解人工种子存活率的影响

播 种 培养 0 1 d培养 1 6d培养 7 2d培养 3 4 d

处理
数 (粒 )

成 活数

(粒 )

成活率

(% )

成活数

(粒 )

成活率

(% )

成 活数

(粒 )

成活率

(% )

成活数

(粒 )

成活率

(% )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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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人工 种子 以原球茎变黑褐色为死亡统计

表 2 不同处理对人工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播 种 培养 10 d 培 养 1 6d 培养 2 7 d 培养 3 4 d

处理
数 (粒 )

发芽数

(粒 )

发芽率

(% )

发芽数

(粒 )

发芽率

( % )

发芽数

(粒 )

发芽率

( % )

发芽数

(粒 )

发芽率

(% )

皿 5 3 1 1 20
.

8 16 3 0
.

2 1 6 30
.

2 16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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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受到限制
。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
,

基本培养

基 + 蔗糖的人工种子发芽率逐渐 增高
,

3 d4

时可达 80 %以上
。

以基本培养基制成的人工

种子发芽率最低在 13 %左右
。

从不同培养器

皿对发芽率 的影响分析
,

铺有海绵的培养皿

有利于铁皮石解人工种子 的发芽
,

可能是水

分和人工种子直接接触及空气充足的缘故
。

从 G A
。

对人工冲子萌发的作用看
,

激素对种

子萌发无促进作用
,

因为该处理的人工种子

发芽率 比无任何营养的对照种 子发芽率还

低
。

2
.

3 不同处理的人工种子萌发形成苗的观

察
:

铁皮石解人工种子较易萌发
,

但不同处理

对萌发后形成苗的影响较大
。

以叶片数和叶

片长度为指标 (表 3 )
,

基本培养基 + 蔗糖 处

理的人工种子
,

不但萌发率高
,

而且成苗整齐

一致
。

培养 1 d0 左右
,

萌发的原球茎可形成 1

一 2 片叶
;
培养 16 d 时

,

叶片数在 3 片以上
,

34 d 时叶片最长可达 6m m 以上
。

除上述处理

以及基本培养基 + 麦芽糖制成的人工种子有

1一 2 片叶形成 外
,

其余处理均形 成幼苗数

少
、

叶片生长缓慢
。

表 3 培养 3d4 时不同处理的人工种子

萌发后叶长观察

观察

项 [J

叶长 ( m m )

又寸旦食

2
.

0

基本培 基本培养

养基 基 + 蔗糖

1
.

5 5 3

基本培养 基本培养

基 + 麦芽糖 基 + G A 3

3
.

5 2 3

注
:

叶长取各叶 片长度的平均度

3 讨论

从实验结果分析
,

铁皮石解人工种子制

做简单
、

且较 易萌发
。

但人工胚乳成分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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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对其存活
、

萌发及幼苗生长有较大影响
。

从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

蔗糖对铁皮石解 人工种

子的发芽和成苗有利
,

这为较大规模培养及

深入研究铁皮石解人工种了打下了基础
。

如

前所述本试验仅是对该种药用植物人工种子

的初步探索
,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

如

获得同步生长的原球茎
; 防止含糖等营养物

质的人工胚乳所引起人工种子污染杂菌
;
控

制人工种子 内营养物质的流失
;
培养条件及

发芽后的管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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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有 间 种 作 物 试 验

四川中医药研究院药物种植研究所 (南川 6 4 8 4 0 8) 孟 中贵
带

谢德明 张兴单

黄正方 韦会平

摘 要 介绍了川夸与大蒜
、

窝笋
、

小麦等作物进行间作的试验情况
,

认为川苟与大蒜间作效果最

好
,

可使土地利用率提高 26 % 一 28 %
;
川芍与窝笋 间作也可使土地利用率提高 20 % 一 22

.

5% )jI I

芍与小麦间作效果不理想
。

关键词 川芍 间作 试验

川芍 L i g u s t i
c u m c h u a n 二 i o n g H o r t

.

为伞

形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以地下块茎入药
,

能

活血行气
,

祛风止痛
、

治头痛
、

胸肋痛
、

经闭腹

痛
、

风湿痛
、

跌打损伤诸症
,

为川产道地药材
,

享誉国内外
。

它主产于四川都江堰市
、

崇庆

县
、

新都县等地
,

常年栽 培 面 积 .2 0 01 只

l o s
h m

Z

以上
,

是平坝地区栽培面积最大的药

材之一
。

但传统的栽培方法 (净作 )土地利用

率低
、

生产产值不高
,

限制 了川芍生产发展
。

为解决这些问题
。

我们在 1 9 90 一 1 9 9 2 年按照

间作栽培的原理和技术原则
,

开展了川芍间

作试验
,

结果如下
。

l 试验设计

1
·

1 间种作物的选择
:

按照间作栽培的原理

和要求我们先后选择 的间种作物有秋黄豆

(成豆 4 号 )
、

大蒜 (地方种 )
、

窝笋 (地方种 )
、

小麦 (绵阳系 )等
。

.1 2 田间种植方式
:

按传统厢式栽培
,

厢面

上按 .2 5 , 1 和 3 , 1模式分宽窄行
,

窄行 内

种川芍
,

宽行内间种作物
。

川芍种植密度按净

作 2
.

5 : 1 和 3 : 1 模式种植密度不变
,

间种

作 物 在 宽 行 中 单 行 窝 播
,

株 距 为 大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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