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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通肯酸浆 (Physalis tungkenensis Kuan
et Gao)。
2 材料类别 无菌苗的子叶。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 MS 基本培养基。

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培养基: (1) MS+6-BA 1.0 mg·L-1

(单位下同)+IAA 0.1; (2) MS+6-BA 1.0+IAA 0.2; (3)
MS+6-BA 2.0+IAA 0.1; (4) MS+6-BA 2.0+IAA 0.2;
(5) MS+6-BA 3.0+IAA 0.2。生根培养基: (6) MS+
NAA 0.1; (7) MS+NAA 0.2。以上培养基均附加

0.6% 琼脂粉和 3% 蔗糖, pH 为 5.8。培养温度为

(25±2) ℃, 光照强度为 30~40 μmol·m-2·s-1, 光照时

间为 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通肯酸浆种子用 0.2% 升汞

溶液消毒 5~8 min, 无菌水冲洗4~5次, 然后接种于

MS 基本培养基上。10 d 后, 剪取通肯酸浆无菌苗

子叶作为外植体备用。

4.2  不定芽的诱导  将子叶切成0.5 cm×0.5 cm的小

块, 分别接种于培养基(1)~(5)上, 暗培养 3 d 后转

入光照培养。培养 3 d 后子叶开始膨大弯曲, 培养

7 d后陆续产生愈伤组织(图 1), 15 d时所试 5 种培

图 2  通肯酸浆的愈伤组织分化出芽

图 3  通肯酸浆的芽继代培养

图 1  通肯酸浆的子叶产生愈伤组织

养基上均产生愈伤组织。进一步培养约 2周后, 在
愈伤组织表面首先分化出绿色芽点(图2), 并进一步

发育形成不定芽。其中以培养基(4)上产生的愈伤

组织率、分化率最高, 达 85%, 且能形成大量健壮

的不定芽(图 3), 有利于快速繁殖。

4.3  生根培养及移栽  将 2.0~3.0 cm长的不定芽切

下, 接入生根培养基(6)和(7)上, 15 d 后生根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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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图 4)。继续培养 10 d, 不定芽全部长出白

色且粗壮的根后, 进行驯化移栽。首先在培养室将

封口膜打开炼苗3 d, 然后取出植株, 洗净根部培养

基, 移栽到盛有灭菌土的营养钵中, 套袋保湿。大

约 1 周后, 小苗长出新叶去掉遮盖, 移栽成活率达

95 % 以上。

图 4  通肯酸浆的试管苗生根

5  意义与进展  通肯酸浆为茄科(Solanaceae)酸浆属

一年生草本植物, 分布于我国松花江支流的通肯河

中上游地区。它不但是一种经济植物, 同时也是一

种颇有价值的民间草药。高 60~80 cm, 叶互生, 卵
状椭圆形, 花黄色, 合瓣, 短钟形, 喉部紫色, 浆果呈

球形, 直径约 2.5~3.5 cm, 成熟时呈深紫色, 由宿存

萼片包裹。其果实可以食用, 味酸甜而清香。除

生食外, 亦是果品加工业的原料,  可做罐头、蜜

饯、果子酱、糕点馅、果酒、果汁和饮料等多

种食品, 经常食用还可防治感冒、气管炎、肝炎

和胀痛等疾病(高开平 1982)。本文结果为通肯酸

浆的快速繁殖、体细胞变异筛选、遗传转化和种

质资源保存建立了基础。同属植物的组织培养已

有过报道(宋晓宏和李景富 2006, 陈明波等 2008)。
但通肯酸浆的组织培养的报道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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