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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莨菪的休眠芽培养及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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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山莨菪[Anisodus tanguticus (Maxim.)

Pascher]，别名甘青山莨菪。

2 材料类别 休眠芽(春季取材)。

3 培养条件 启动培养基：(1) MS+6-BA 1~2 mg·L-1

(单位下同)+IAA 0.2~0.5+CH 300+3% 蔗糖；(2)

MS+NAA 1+6-BA 2+ZT 3+CH 500+6% 蔗糖。前

期芽分化培养基: (3) MS+NAA 1+6-BA 3+ZT 3+CH

500+6% 蔗糖。后期芽增殖培养基：(4) MS+ NAA

1+6-BA 3+CH 500+6% 蔗糖。以上 4 种培养基均

附加200 mg·L-1肌醇、5 g·L-1琼脂粉。生根培养

基：(5) 1/2MS+NAA 1+3% 蔗糖。pH 5.8。培养

温度为(25±1)℃，光源为日光灯，光强为30~60

mmol·m-2·s-1，光照时间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芽的获得  春季(3月份)，取大田栽培二

年生植株的幼芽为初始培养材料。流水冲洗干净

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将芽用0.2%的氯化汞溶液消

毒8~10 min，无菌水冲洗4~6次后接种到已备好

的启动培养基(1)、(2)上。暗培养 1 周后，转入

光照下培养。

4.2  丛生芽的诱导  3~5 d后，幼芽开始生长，小

叶长大、舒展、变绿，在培养基(1)上芽生长缓

慢，有分化，但分化率不高，一般每个芽分化

出2~3个不定芽。在培养基(2)上接种1周后，芽

有明显的分化迹象，基部膨大、有少量愈伤组织

形成，块状组织上多个芽分化，分化速度快，分

化率高，平均有 3 ~ 7 个芽，形成丛生芽。

4.3  增殖培养  将丛生芽切割，接种到培养基(3)上，

2 周左右即可分化，每瓶丛生芽都能分化出大量

的芽，芽数明显多于培养基(2)，平均芽数 10 个

以上。在芽分化趋于稳定、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将丛生芽转接种到培养基(4)上，在继代培养中分

化稳定，分化率 100%，平均芽数都在 10~15 个。

4.4  根的培养和植株再生  将高3~5 cm的芽丛分割

成单芽，接种于诱根培养基(5)上；20~25 d 后，

根开始形成；35 d 后的生根率达 100%，且形成

株高7.0~8.5 cm的再生小植株。

4.5  移栽  待根长到4~6 cm时，将培养瓶从室中转

移到自然光照的室内放置3 d，再打开瓶口封口膜

炼苗2~3 d后，移栽到珍珠岩和腐殖质(1:1)混合

的盆内。初期加盖塑料薄膜保湿几天，3 d 后揭

去薄膜，后期逐渐通风，增加光照，2~3 d 浇水

1 次，移栽 2 周后，成活率达 7 0 % 。

5  意义与进展  山莨菪系茄科山莨菪属多年生植物，

俗称樟柳参，藏语音译唐冲那保，分布于我国西

藏东部、青海、四川、云南西北部、甘肃等地。

山莨菪作为传统的藏药，具有麻醉、解痉、镇

痛、解磷中毒等多种功效。近期对山莨菪的研究

主要是在其药效成分及栽培技术方面。其有效成

分主要是莨菪烷类生物碱，如东莨菪碱、山莨菪

碱、阿托品、樟柳碱等。本文采用组织培养技

术，通过器官培养分化芽的途径进行快速繁殖，

对山莨菪优质种苗繁育可能有一定的潜在应用价

值。山莨菪休眠芽组织培养成再生植株尚未见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