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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石沙参(Adenophora polyantha Nakai)。
2 材料类别 种子 。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与无菌苗生长培养基: (1)
MS, (2) 1/2MS; 丛生芽诱导与增殖培养基: (3)
MS+6-BA 0.5 mg·L-1 (单位下同), (4) MS+6-BA 1.0,
(5) MS+6-BA 2.0; 壮苗生根培养基: (6) MS+NAA
0.5, (7) MS+NAA 1.0, (8) MS+NAA 0.5+IBA 0.1, (9)
1/2MS+IBA 0.4。以上培养基均附加 30 g·L-1 蔗糖

和 5.5 g·L-1琼脂, pH为5.8~6.0。培养条件为(25±1)
℃, 光照强度为 25~35 μmol·m-2·s-1, 光照时间为 16
h· d - 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种子萌发与无菌苗培养  将石沙参的种子在75%
乙醇浸泡 30 s, 无菌水冲洗 3 次, 再用 0.1% 升汞灭

菌 6~8 min, 其间不时摇动, 无菌水冲洗 3 次, 用解

剖刀挑取种子分别接种到(1)、(2)培养基上。15 d
后, 种子开始陆续萌动, 25 d后子叶陆续展开, 35 d
后真叶陆续长出(图 1)。

4.2  丛生芽的诱导与增殖培养  种子萌发45 d左右,
待无菌苗长出2~3片真叶后, 分别接种到培养基(3)~
(5)中, 10 d 后苗基部开始膨大, 20 d 左右 3 种培养

基都有丛生芽产生和腋芽长出。30  d 后培养基

(3)、(4)的增殖系数平均达4~5, 培养基(5)的增殖系

数平均达 6~7 (图 2), 且叶柄、叶片大而肥厚, 但
是接近培养基表面的芽会出现玻璃化现象。

图 1  石沙参的种子萌发

图 2  石沙参的继代增殖培养

4.3  壮苗和生根培养  将丛生芽中长有 4~5 片叶片

的不定芽苗切下分别接种到(6)~(9)培养基中上, 10
d后可见新生叶叶柄明显伸长, 叶色浓绿, (6)~(8)培
养基中材料切口处有愈伤组织长出, 20 d左右愈伤

组织增大, 从愈伤组织处长出数量不等的不定根。

30 d 后不定根数量增多(图 3), 培养基(7)的生根率

好于培养基(6)和(8)。培养基(9)中材料切口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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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愈伤组织出现, 20 d左右切口处长出数量不等的

不定根。

图 3 石沙参的生根培养

4.4  炼苗移栽  待苗根长达一定数量时, 揭开培养瓶

的瓶盖, 并注入少量清水淹没培养基表面, 于室内

自然光下炼苗 5~7 d。然后小心取出瓶苗, 洗净根

部附着的培养基, 移栽到经过800倍多菌灵溶液消

毒过的泥炭土、珍珠岩、蛭石(3:2:1)混合的基质

中。浇足定根水, 用薄膜覆盖以保温保湿, 湿度保

持在 85% 左右。温度控制在 23~25 ℃。适当遮

荫和通风, 移栽一个月后, 成或率可达 90%。

5  意义和进展  石沙参是桔梗科(Campanulaceae)沙
参属植物, 多年生草本, 花冠钟状或狭钟状、花色

多为蓝紫色(图 4)、花期较长(8~10 月), 具有较高

的观赏价值, 可以用于园林绿化、家居绿化等方

面。此外石沙参具有药用价值, 其根茎中含有苷类

物质和水溶性多糖, 具有养阴清肺、化痰益气等功

效。石沙参主要是以播种繁殖为主, 然其发芽率和

圃地出苗率都比较低, 不能满足生产需求。组织培

养技术可以加快石沙参繁殖, 这或许可以解决上述

问题, 石沙参的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

图 4  石沙参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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