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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龙葵(Solanum nigrum L.)。

2  材料类别  幼叶。

3  培养条件  愈伤组织及芽诱导培养基: (1) MS+IAA

0.1~2.0 mg·L-1(单位下同)+6-BA 0.5；(2) MS+NAA

0.1~2.0+6-BA 0.5；(3)MS+IAA 0.1~2.0+6-BA 1.0。

生根培养基: (4)MS+IAA 0.5~1.0；(5)MS+IAA

0.1~2.0；(6)MS+IAA 0.1~2.0+6-BA 0.05；(7)

MS+IAA 0.1~2.0+6-BA 0.1；(8)1/2MS+IAA 0.1~

2.0；(9)1/2MS+IAA 0.1~2.0+6-BA 0.05；(10)

1/2MS+IAA 0.1~2.0+6-BA 0.1。上述各培养基均含

0.6% 琼脂、3% 蔗糖，pH 5.8。培养温度为25℃，

光照度为1 200 lx，光照时间为15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龙葵幼苗用流水漂洗干净后，

以70% 的酒精消毒30 s，无菌水冲洗2~3 次，每

次2 min，再以 0.1% 的升汞浸泡7 min，用无菌

水冲洗 5~6 次。于无菌操作台上用无菌吸水纸吸

干表面水分，切成边长约 0.5 cm 的小块。

4.2  愈伤组织的诱导和芽的分化  将外植体分别接

种于培养基(1)、(2)上，7~10 d 后，切面出现白

色的愈伤组织；10~15 d，愈伤组织明显膨大，

开始产生绿色不定芽；20~30 d 时，不定芽大量

产生。其中，加 N A A 的培养基产生大量愈伤组

织，但不形成不定芽；而含 IAA 的培养基不但能

很好地产生愈伤组织，而且可诱导出不定芽。在

含MS+IAA 2.0+6-BA 0.5 培养基上的效果最好，

产生的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多，时间短，生长旺

盛，这一培养基还可作为继代培养基使用。

4.3  生根培养  将株高2 cm以上的无根苗切割后分

别接种于培养基(3)~(10)上，15 d后可见根突和

根。培养基(4)、(5)、(8)、(9)能诱导生根，但根

细长，苗生长纤弱；培养基(7)和(10)不能诱导生

根。以 MS+IAA 1.0+6-BA 0.05 培养基的效果最

好，生根率达 9 0 % 以上，且根粗壮，植株生长

旺盛。6-BA 用量高于0.1 mg·L-1 时抑制生根。

4.4  试管苗的移植栽培  试管苗的根长到2.0 cm左

右时，可移栽出瓶。移栽前将瓶口敞开，置于

室温下炼苗 2~3 d，取出并洗去培养基，然后移

栽到细河沙中，在阴凉通风处保湿培养，成活后

进行常规管理。移栽成活率可达 9 6 %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龙葵是茄科茄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据《本草纲目》记载，龙葵全草入药性寒味苦

有小毒，可治痈疽肿毒和跌打损伤，也能清热解

毒和利尿降压。龙葵果成熟时为紫黑色，味甜稍

酸，富含维生素和氨基酸，含量为番茄的数倍，

也含少量的澳洲茄碱、澳洲茄边碱、去半乳糖替

告皂甙和维生素 C 等，可杀菌消炎，对气管炎、

前列腺炎、急性肾炎等有一定的疗效。龙葵果未

成熟时有较大毒性，成熟后毒性很小，加热也可

分解掉大部分毒性物质。龙葵幼苗可作为野菜食

用，龙葵果实更因其丰富的氨基酸和维生素成为

一种潜在的水果资源。另外，从龙葵中还可提取

出食用色素。其开发利用越来越受人关注。一般

用野生龙葵植株的种子播种，常受季节条件的限

制，不能大规模地培植生产。本文结果可能有助

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少花龙葵组培有过报

道，而本文中的龙葵与其不是一个种，组培未见

报 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