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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莳萝(Anethum graveolens Linn.)。

2 材料类别 叶 片 。

3 培养条件 培养基：(1) MS+6-BA 0.2 mg·L-1 (单

位下同)+IAA 0.2; (2) MS+6-BA 0.4+NAA 0.2; (3)

MS+6-BA 0.6+IBA0.2; (4) MS+6-BA 0.8+2,4-D 0.2;

(5) MS+6-BA 0.1+NAA 0.1; (6) MS+6-BA 0.15+NAA

0.1; (7) MS+6-BA 0.2+NAA 0.1; (8) MS+6-BA 0.25 +

NAA 0.1; (9) MS+6-BA 0.3+NAA 0.1; (10) 1/2

MS+IAA 0.6; (11) 1/2MS+IAA 1.2。上述MS培养

基中加30 g·L-1蔗糖，1/2MS培养基中加10 g·L-1蔗

糖。所有琼脂固体培养基的胨力强度均为 1 8 0

g·cm-2 (姜长阳 1992)，pH 5.8~6.0。光强 40~60

µmol·m-2·s-1，光照 12 h·d-1；温度 18~26℃。愈

伤组织分化培养光强60~100 µmol·m-2·s-1，光照

10~11 h·d-1，培养温度14~27℃。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莳萝叶片放入广口瓶中，

冲洗 10 min，加 0.05% 安利洗涤液振荡洗涤 4

min，再用水洗涤5次。70%乙醇灭菌10~15 s后，

无菌水清洗3次，0.05% 的 HgCl2 溶液振荡灭菌8

m i n，无菌水振荡清洗 5 次，即获得无菌材料。

4.2  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无菌嫩叶切成0.3 cm左右

的块状，接种到培养基(1)~(4)上，进行愈伤组织

的诱导培养。30 d 时，培养基(1)、(3)上未形成

愈伤组织，(2)、(4)开始形成愈伤组织。70 d 时，

(2)、(4)诱导率为 59% 和 87%。培养基(4)诱导率

高，但愈伤组织白而松软，没有分化能力；(2)

上的愈伤组织呈黄绿色颗粒状，具分化能力。

4.2  分化培养  愈伤组织接种到培养基(5)~(9)上分

化培养。愈伤组织均缓慢生长，20 d 时，培养基

(5)~(8)上，愈伤组织的上部颗粒由浅黄色变成绿

色；再过 10 d 左右，长出绿色的芽点；60 d 左

右，分化出不定芽。

4.3  试管苗的生根  将高0.5 cm以上的不定芽剪下，

转接培养基(10)、(11)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基

(10)上，10 d左右即形成可见根原基，根生长迅

速；培养基(11)上，约 15 d 才形成可见根原基，

根生长缓慢。40 d时，培养基(10)生根率为91%，

平均生根 4.6 条 · 株-1，根长 2~3 cm，生根试管

苗生长较为旺盛。

4.4  试管苗的移栽  将生根试管苗的三角瓶打开，

在80~100 µmol·m-2·s-1 的光强下炼苗3 d，用镊子

取出，洗去根部培养基后，移栽到分别装有炉灰

渣、河沙 2 种基质的花盆中，在温度 18~26℃、

湿度90%~95% 和没有直射光的条件下培养 10 d，

再恢复正常的日光温室条件培养，30 d时的成活

率分别为 84%、81%。移栽试管苗的长势与同期

播种的实生苗基本一致，但前者长势整齐。

5  意义与进展  莳萝属于伞形科莳萝属一年或二年

生草本植物，嫩茎叶可食，是近年来颇受人们欢

迎蔬菜。其种子不仅可入药，而且具有驱风、健

胃等多种疗效。但在辽宁南部地区的栽培存在着

不易获得种子，种子发芽率低，实生苗长势参差

不齐等问题。本试验为满足生产需要，提供长势

整齐的种苗奠定了基础。尽管目前已有伞形科植

物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报道(董玲等 2003)，

但迄今未见莳萝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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