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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毛冬青(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
2 材料类别 成熟果实。

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 1/2MS。(1)种子无菌发

芽培养基: 1/2MS+6-BA 0.5 mg·L-1 (单位下同)+IBA
0.2; (2)丛芽增殖培养基: 1/2MS＋6-BA 1.0+IBA 0.2;
(3)生根培养基: 1/2MS+6-BA 1.0+NAA 0.5。上述培

养基中均加入 20 g·L-1 蔗糖和 5 g·L-1 琼脂, pH 5.8。
培养温度为(25±2) ℃, 光照时间为 8~10 h·d-1, 光照

强度为 40~50 μ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种子处理和萌发  取毛冬青成熟果实, 将数个果

实包于一块纱布中, 轻轻揉搓以去除果皮, 获得种

子。再将种子在清水中清洗干净, 并于自来水下流

动冲洗 20~30 min。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 放入

75%的酒精浸泡 15~20 s, 用无菌水冲洗 2~3次, 再
用 0.1% 升汞溶液(预先加入 1~2 滴吐温 -80)处理

8~10 min, 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5~7 次, 最后用无菌

滤纸吸干多余的水分, 接入培养基(1)中于8 h·d-1光

照时间下培养。种子接种 40 d 后开始萌发(图 1),
50 d左右是萌发的高峰期, 可在无菌的条件下陆续

萌发至 150 d。萌发后的 20 d 内即可形成真叶(图
2),  形成幼苗。

4.2  丛芽的诱导与增殖  取已萌发长至 1~1.5 cm高

的无菌幼苗, 切除子叶和下胚轴的生长点, 转植于

培养基(2)上, 与种子发芽相同的条件下培养。约

30 d 幼苗长出 2~3 个节间(图 3)后, 即进行继代扩

繁。转瓶时, 将植株剪去叶片, 裁成约 0.5 cm 长

的小段, 每段含一个节, 植入新的培养基(2)中, 按
上述条件继续培养。15 d 左右腋芽开始分化, 40
d 左右即可以形成丛生芽(图 4), 平均 50 d 继代一

次, 增殖系数为 4.5 左右。

4.3  生根培养  将长至 2.0 cm 左右、含 3 个以上

图 1 毛冬青的种子萌发

图 2 毛冬青的种子形成真叶

的节的芽接种于培养基(3)中, 30 d 左右, 可长出不

定根, 平均每株生根 2~3 条(图 5), 平均长度为 3.0
cm, 生根率为 8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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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义与进展  毛冬青属冬青科冬青属植物, 别名

毛批树、细叶冬青、山熊胆。毛冬青为常绿灌

木,  主要分布于我国华东、华南及台湾等地区。

毛冬青是我国常用中药, 具有活血通络、消肿止

痛、清热解毒之功效, 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脉管炎、慢性肾炎和高血压等, 有
较好疗效,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 毛冬青的

图 3 毛冬青的幼苗

图 4 毛冬青的丛芽扩繁

图 5 毛冬青的生根

商品药材主要来源于自然, 长期大量地采挖必将导

致毛冬青资源逐渐枯竭, 毛冬青药材野生转家栽势

在必行。但毛冬青在野外自我更新能力较弱, 其种

子具有一定的顽拗性, 室内萌发试验只有20%~30%
萌发, 生长周期长, 远远不能满足人工种植的产业

化的需求, 种苗的短缺成为毛冬青中药材产业化生

产的一个瓶颈。通过毛冬青种子成熟胚的离体快

繁技术, 可在短周期内快速获得大量种苗, 成苗快

且整齐, 这不仅对毛冬青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对今后毛冬青中药材种植的

规范化、产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冬青属一些植

物的组培工作已有报道(蔡时可等 2006; 李登中

2004; 周喜军等 2008; 朱志国 2007), 但有关毛冬青

离体快繁的研究至今未见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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