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差异
,

通过紫外光谱可 以将葛的品种加

以鉴别
,

紫外光谱的特征是由化合物 的结构 �

所确定
,

不 同品种的葛其峰形
,

峰位
,

导数光

谱峰的振幅高度 比各不相同
,

可用来 加以 区

分鉴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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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白芷试管苗再生的研究

湖南中医学 院药学分 院�长沙 �� � � ���

湖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系

彭 菲
�

王凤 翱

摘 要 研究了川 白芷试管苗再生过程 中的多方面 因素
,

认为 叶轴为最佳外植体
,
�

一

� � 与 � � �

结合使 用不仅可以诱导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
,

而且还 可使其分化不定 芽
。

去掉 �
一
� � 后

,

则有利于

根 的发 生
,

报道了川 白芷无性系快速繁殖系统的建立
。

关镇词 川白芷 叶轴 外植体 试管苗

川 白芷为伞形 科植物 川 白芷 � �
�� �� 

�

�� ��
� �� � �� � �

�

的干燥根
,

具 有祛风燥湿
、

消肿止痛功效
。

在栽培生产上
,

主要采用种子

繁殖
,

但种子发芽率低 �当年种子测其发芽率

仅为 ��  左右 �
,

耗种量大
,

而隔年种子几乎

不再发芽
,

种质保存困难
�
并且白芷常为秋季

播种
,

苗期生长缓慢
,

占地越冬
,

如遇 不良条

件
,

难以存活 � 采收药材需 � 年
,

而留种则需

� 年
�
由于农民长期 自己 留种 繁殖

,

品种混

杂
,

未加选育
,

也导致了白芷药材 品质下降
。

为了解决白芷生产上存在的这些 问题
,

我们

拟 采用生物技术培育白芷优 良品种 �湖南省

科委重点课题项 目�
,

而其离体培养技术的建

立是其必备手段
,

并且也为优 良品种的快速

繁殖打下基础
。

� 材料与方法

�
·

‘
塔试 种

�

�,�白 芷 � �
岁‘�� � � �

��
� ‘�

� �� � �
�

来源于湖南省著名 白芷产区茶陵县
,

由茶陵县科技局黄仕模同志提供
,

经作者本

人鉴定
〔‘

,
�〕 。

�
�

� 实验方法
�

首先取 � 年生川白芷生长健

壮的植株
,

割取其叶部与花部
,

另取已发芽的

川 白芷种苗
,

分别用 �
�

� �的升汞液表 面消

毒 �� � ��
,

无菌水漂洗 � 次
,

在无菌条件下
,

切割叶片
、

叶柄
、

叶轴
、

花柄
、

伞梗
、

子叶及下

胚轴
,

分别接种在已配制好的 � 组培养基上 �

待选 出最佳 外植体后
,

再次配制不同激素浓

度组合的培养基
,

重新接种培养
。

培养温度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彭菲 女
,

理学硕士
,

讲师
,

湖南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

学院攻读植物学硕士学 位
物组织培养及品种改造

。

�

� �  
�

坤�� 年毕业于吉林农 业大学特产园艺系
, �� � � � � � �� 年在湖南农

巧系
,

从事药用植物学的教学和 科研
�

〔作
。

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用植



�� 士 � ℃
,

光照 � � ��
,

光照强度 � � �� � �
,

观 中添加不同的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及浓度
,

配

察培养变化
,

统计结果
。

成� �  �共 � 种培养基
,

切割不 同外植体

� 结果 分别接种
,

见表 �。

�
�

� 最佳外植体的选择
�

在基本培养基 � �

表 �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不 同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 �

生 长调节物质

� � � 八
,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一� � �

叶片

��
�

�

��
�

�

��
�

�

��
�

�

叶柄

不同外植体

叶轴 花柄 伞梗 下胚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丹了���

…
�
��工��自几�月了今曰内了

注
�

表中为培养 �� � 的观察统计结果

从表 � 看出
,

叶轴切段无论在哪一种培

养基上
,

均显示 出较其它外植体愈伤诱导率

高的效果
,

其 中在 � �一� � �� � � � �
�

� 培养

基上愈伤组织诱导率高达 ��
�

��
,

且愈伤组

织 白中带绿
,

质地较密
,

愈伤化程度较高
,

在

我们的实验中
,

叶轴为最佳外植体
�
其次是叶

柄
,

但叶柄愈伤组织长得较 为松散
,

没有后

劲
,

而叶片和子 叶仅是增大明显
,

或在切口 边

缘产生少量的 白色致密的愈伤组织
,

随后停

止生长
,

其它外植体几乎未见明显启动
。

�
�

� 不 同生长调节物质对叶轴脱分化和再

分化的调控
�

从表 � 还可以看出
, � , �一 � 的加

人对 川 白芷各外植体的愈伤化起的作 用不

大
,

而单独使用 �一 �� 又 次于与 � � � 结合使

用的效果
,

所以我们将 � 一

�� 与 � � � 按不同

浓 度重 新组合成 � 种培养 基 �编号 为� 一

� �
。

叶轴切段接人后 ��  和 60 d
,

分别统计

出愈率和芽分化率
,

见表 2 。

生长调节物质的

浓度变化对叶轴脱分化和再分化的调控作用

十分显著
,

Á
6

一

B A I
+ N A A O

.

5 的出愈率 为

100 %
,

芽分化率为 98 %
,

是所有处理 中最理

想的
,

愈伤组织质地较致密
,

生长速 度适 中
,

再分化时绿色丛生芽量多
,

表现出生机旺盛
;

@ 6一
B A Z 十N A A o

.
5 效果次之

,

愈伤组织生

长较快
,

因而质地显得较为疏松
,

芽的分化量

也较Á 为少
;
其它各组效果均不理想

。

2

.

3 试管苗的生根与移栽
:
在½ ~  的培养

基上
,

分化芽的同时有些也长出一些 白嫩 的

细根
,

生根率较高的为¿
,

约 50 % 左右
,

其次

《中草药 》1 9 9 7 年第 25 卷第 6 期

为Á 和 
,

约 40 % 左右
,

但分株较为困难
。

为

表 2 生长调节物质浓度对叶轴愈伤化及芽

分化的影响

培培养基 生长调节物质(m g /L ) 愈伤组织 芽分化率率

编编号 6一
B A N A A 诱导率(% ) (% )))

½½ 0. 5 0 38
.
3 000

¾¾ 0. 5 0
.
5 42

.
5 23

.
555

¿¿ 0. 5 1 35
.
8 22

.444

ÀÀ 1 0 90
.
6 78

.
555

ÁÁ 1 0
.5 100

.0 98
.000

  1 1 80
.
2 63

.
333

@@@ 2 0 88
.
3 68

.
222

  2 0
.
5 95

.
8 90

.333

  2 1 73
. 4 62

.
888

注
:
愈伤组 织诱导率为培 养 25 d 的统计结果

,

芽分化

率为继续培养至 60 d 的统计结果

了提高试管苗的生根率
,

确保成活率
,

我们重

新配制 了专门用于生根 的 4 组培养基
,

编号

为 一 
,

配方如下
:

 1/ 2M S + N A A 0
.
1  1/ 2M S +

N A A 0
.
5  i/ZM S + N A A I  1/ZM S

+ N A A Z

其中蔗糖减至 1
.
5 %

,

当试管苗长 至约

2. 5一3 cm 左右高时
,

从基部切下
,

分别接种

于上述 4 种生根培养基上
,

观察中发现
,

 号

培养基效果理想
,

约 10 d 以 后
,

从切 口 处开

始产生 白色突起
,

20
d 后多数刷把状粗壮的

根产生了
,

平均每株产生约 10 一15 条根
,

生

根率 95 % 以 上
;
待根 长至 1

.
5一 2 cm 左 右

时
,

直接移出瓶外
,

洗净其上的培养基
,

移入

小钵中
,

先期罩一薄膜袋保湿
,

约一周后拿掉
一

3 6 5

-



薄膜袋
,

每天浇一次水
,

二周后
,

移入 田间
,

使

其在 自然条件下生长
,

移栽成活率 100 %
。

3 讨论

本实验所 用的材料 为川 白芷 A n
ge lica

a nom ala L allem
.
曾报道

〔3 , 白芷 A
.
dahuri ea

(F iseh
. ex H offm

.
)B enth

. et H ook
.
经胚 状

体途径形成再生植株
,

在该实验中
,

愈伤组织

的生长有赖于 2 ,

4

一

D 的加入
,

且认为叶片为

理想的外植体
,

而叶柄则长期未见启动 ;
要获

得可转接的愈伤组织需暗培养 70 多天
。

而在

我们的实验 中
,

加入 2 ,

4

一

D 的效果 倒不 如

N A A 与 6一
B A 结合使用的效果好

;
叶轴

、

叶

柄为愈伤化 明显的外植体
,

而叶片与子叶则

启动无效
;
光照下培养 25 d ,

愈伤化 明显
,

50

d 后便可获得可转接的愈伤组织
。

由此可见

同属不 同种植物在选择外植体和形成愈伤组

织培养的培养条件上
,

往往是不相同的
。

在 M S+ 6一

B A Z 的培养中
,

我们发现
,

在

组织块的某些部位
,

先生出单根
,

相对较粗
,

紧接着上端长叶
,

开始仅 2 片小叶
,

以后发展

至 4一 5 片
,

完整植株一旦形成
,

便独立存在

而与愈伤组织块无关
,

全株长 2一3 cm
,

但这

种小植株换过多种培养基
,

培养时间长达半

年之久
,

即始终难以长大
。

横切开根部
,

发现

它的构造特点及 白色粉性与生药白芷极为相

似
。

对此现象
,

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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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虫的养殖技术

南京市高淳监狱医院(2 11308) 邵 春
介

摘 要 度虫 为传统的中药材
。

近年来
,

通过科学工作者的精心 研究
,

发现其 含有氨基酸蛋 白质
、

街族化合物
、

有机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

在临床上有很广泛 的使用 价值
。

药材市场上需要量逐 年增

加
。

人工养殖度 虫 已在很多地区饲养成功
。

本文现从度虫的生物学特征
、

养殖技术
、

采收加工等方

面 加以阐述
。

关钮词 度虫 人工养殖 病虫 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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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南京 中医药大学
,

药剂师
,

发表省级论文 3 篇
,

曾在华东地区第八次中药 与天然药物学术会议上交流
论文

,

并获论文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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