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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东北对开蕨(Phyllitis japonica Kom.)。
2 材料类别 含有成熟孢子囊的孢子叶。

3 培养条件 孢子萌发培养基: 1/2MS。原叶体继
代增殖培养基: (1) MS+6-BA 0.2 mg·L-1 (单位下同);
(2) MS+KT 0.2。上述培养基均添加 2.0%蔗糖和 7
g·L-1琼脂, pH 5.5。光照强度 5~10 µmol·m-2·s-1, 光
照时间 12 h·d-1; 白天温度 25~26 ℃, 晚间 20~22 ℃。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东北对开蕨含有成熟孢子
囊的孢子叶, 在实验室中切成 1 cm×1 cm大小。
无菌条件下用 0.1% HgCl2溶液灭菌 5 min, 无菌水
冲洗6次, 滤纸吸干后接种到孢子萌发培养基中(图
1)。培养 100 d左右的孢子开始萌发, 产生原叶体
团, 130 d后原叶体展开(图 2)。
4.2  原叶体增殖  将原叶体团分切成约 0.5 cm×
0.5 cm大小的小块, 每小块约含原叶体 5~10片,
分别接种到培养基(1)、(2)中,  60 d后又有大量
的原叶体形成(图3), 原叶体的增殖倍数达5倍以
上。

4.3   孢子体植株诱导  由原叶体向孢子体植株的转
化, 是东北对开蕨组织培养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
孢子体植株很难在试管内直接产生, 因此采用试管
外诱导。将增殖后的原叶体分成20片左右的小块,

图 1  东北对开蕨孢子叶接种

图 2  东北对开蕨的原叶体

图 3  增殖后的东北对开蕨原叶体

图 4  东北对开蕨原叶体产生孢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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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移栽后的东北对开蕨幼苗

图 5  东北对开蕨孢子体植株

出瓶移栽置以草炭为基质的花盆中。盆上覆盖塑

料膜保湿, 于温室内散射光下进行诱导培养。90 d
后有孢子体幼芽形成(图 4), 140 d后长成完整植株
(图 5), 此时可进行分株移栽(图 6)。
5  意义与进展  东北对开蕨别名日本对开蕨、对
开蕨, 属铁角蕨科(Aspleniaceae)对开蕨属(Phyllitis),
仅一属一种, 为国家二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布

范围十分狭窄, 主要分布在我国长白山区、日本
及朝鲜北部, 自然贮量极少, 是世界稀有物种。既
具有观赏价值, 又有药用价值。有关东北对开蕨
的研究甚少, 其组织培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
研究为东北对开蕨的保护和利用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