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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桃儿七[Sinopodophyllum emodi (Wall.)

Ying]。

2 材料类别  成熟种子胚。

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1)胚萌发培养基：

改良MS (1/2MS大量元素，无激素) ；(2)幼苗增殖

培养基：MS+6-BA 2~3 mg·L-1 (单位下同) ；(3)生根培

养基：MS+NAA 0.5+IBA 0.5。培养基加3%蔗

糖和0.7%琼脂，pH 5.8。培养温度(23±2)℃，光照

时间10 h·d-1，光强为 40 m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种子处理  取当年收获的饱满新种子，放入烧

杯，缓缓加入浓硫酸，用玻璃棒不断搅动数分

钟，以种皮变黑为度。自来水大量冲洗至硫酸完

全去除。换用300 mg·L-1的赤霉素溶液浸泡48 h。

4.2  胚的获得  处理后的种子在超净工作台上用0.1%

的升汞浸泡 5 min，无菌水多次冲洗，无菌滤纸

拭去水分。用解剖刀切开种子，取带胚的半粒种

子接种于改良 M S 培养基。

4.3  胚的培养  接种3 d的胚即可观察到萌动，6 d

时 2 片子叶张开，10 d 时子叶呈绿色，25 d 左

右可看到胚根、胚轴明显伸长，35~40 d 时长成

完整、健壮的无菌幼苗。

4.4  无菌幼苗的增殖  将培养35~40 d的无菌幼苗

移入增殖培养基，75 d 左右幼苗胚轴部位膨大，

生成许多叶丛芽以及具叶柄的真叶。分割叶芽转

入同一培养基，可以繁殖出更多具叶丛芽和真叶

的植株。

4.5  无菌苗的生根和移栽  将增殖后的无菌苗移入

生根培养基，20 d 后平均每株发出1条侧根，40

d 时达 4~5 条，生根率 90% 以上。此时打开瓶盖

炼苗 2~3 d，洗去苗根部的残留培养基，栽入蛭

石、珍珠岩各半的基质(经过消毒)中培养。避免

阳光直晒，常规管理，成活率达 8 0 %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桃儿七是小檗科桃儿七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其根和根茎中含有的鬼臼毒素是几种临

床抗癌药物的前体(Giri和Narasu 2000)。市场的

需求造成对野生资源的掠夺性索取，桃儿七已被

列入《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桃儿七主要靠

根茎繁殖，其种子在野生条件下需经过 6~8 个月

的休眠才能萌发(王梦林等1988)。而本文建立的

种子胚培养方法在6个月之内可使1粒种子至少增

殖为2株幼苗。幼苗有以下用途：(1)作为桃儿七

人工培植的幼苗，成为商品苗后用于提取鬼臼毒

素；(2)以此法提供的无菌幼苗为外植体经愈伤组

织诱导后，再通过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的方式获

得鬼臼毒素，从而为鬼臼毒素的工业化生产提供

了可能。桃儿七种子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

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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