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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悬钩子的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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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三叶悬钩子(Rubus delavayi Franch.)。
2 材料类别 腋芽。

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启动培养基(即
初代培养基): (1) MS培养基; 继代培养基: (2) MS+6-
BA 0.2 mg·L-1 (单位下同)+NAA 0.1; 生根培养基:
(3) 1/2MS+IBA 1.5。以上培养基均附加 30%蔗糖
和 6 g·L-1琼脂, pH 5.8。培养温度为(23±2) ℃, 光
照时间 12 h·d-1, 光照强度 40~50 µ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与启动培养  以当年生休眠枝
条的腋芽为外植体, 先用自来水冲洗表面 30 min,
再用洗涤剂溶液浸泡 10 min后冲洗干净。在超净
工作台上, 用 75%酒精浸泡 30 s, 0.1% HgCl2消毒

5~6 min, 无菌水冲洗 5次, 吸干水分。切去基部
的受损组织, 将长度为 1 cm左右的单芽茎段接种
于启动培养基(1)中。2周后开始萌发, 4周后芽长
成 4~5 cm的新梢(图 1)。

芽及侧芽进入旺盛生长时期。此时将丛生芽切成

2 cm左右的带芽茎段, 再转入培养基(2)中, 进行继
代培养, 可不断增殖, 增殖系数为 4.09 (图 2)。

4.3  生根与移栽  选取丛生芽中的壮苗剪切成 2.5
cm左右的茎段, 转入生根培养基(3)中诱导生根(图
3)。25 d后基部长出 6~8条长为 3~5 cm的不定
根, 生根率达 92%。培养约 2周后, 在培养室中打

图 1  三叶悬钩子的启动培养

4.2  增殖培养  新梢的侧芽萌发后, 每个侧芽切成2
cm左右的茎段转接于培养基(2)上。转入培养基
(2)后, 芽继续生长, 节间不断伸长, 侧芽随之萌发、
生长; 15~20 d, 芽基部出现较小的愈伤组织; 25 d
后, 愈伤组织分化出小苗; 30~40 d后, 分化的丛生

图 2  三叶悬钩子的增殖培养

图 3  三叶悬钩子的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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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瓶盖炼苗3 d, 然后从培养瓶中取出, 洗去根部多
余的培养基, 移栽至腐殖土和蛭石(2:1)混合的基质
中(图 4), 遮荫保湿, 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图 4  三叶悬钩子的炼苗

5  意义与进展  三叶悬钩子属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
为多年生落叶直立矮小灌木, 全草可入药, 有清热
解毒之效。它与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走俏的保健

果品树莓为同科同属植物。我国具有丰富的野生

悬钩子植物资源, 特别是云南分布的种类约占全国
的 70%, 其中的三叶悬钩子为云南特有种。悬钩
子属中一些种特别是栽培种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已有报道(柯善强等 1989; 金炜等 1990, 1991; 金炜

和郑生智 1993; 胡建刚等 1994; 黄苏珍等 2004; 许
奕华等 2004; 徐中志等 2006; 张敏和刘一翠 2006;
毕海林等 2007), 但三叶悬钩子的组织培养和快速
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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