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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穿龙薯蓣(Dioscorea nipponica)，别

名柴黄姜。

2  材料类别  茎尖。

3  培养条件  各培养基代号及组分为：(1)MS+6-BA 2

mg·L-1(单位下同)+NAA 0.2；(2)B5+6-BA 2+NAA

0.2；(3)MS+6-BA 3+NAA 0.3；(4)MS+6-BA

2+NAA 0.2；(5)MS+6-BA 1+NAA 0.1；(6)

MS+KT 3+NAA 0.3；(7)MS+KT 2+NAA 0.2；(8)

MS+KT 1+NAA 0.1；(9)MS+6-BA 3+KT 1+NAA

0.3；(10)MS+6-BA 2+KT 2+NAA 0.3；(11)MS+6-

BA 1+KT 3+NAA 0.3；(12)MS+NAA 1.0；(13)

MS+NAA 2.0；(14)MS+NAA 3.0。上述培养基均

附加6.5 g·L-1琼脂、 30 g·L-1蔗糖，pH 6.0。培

养温度为(23±2)℃，光照14 h·d-1，光照度1 000~

1 5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芽的诱导  先将试材用75%酒精表面消毒后，

再用0.1%升汞消毒3 min。茎尖在培养基(1)和(2)

上均以定芽成苗方式诱导成苗，30 d时诱导率分

别为 10 0 % 和 9 5 %，二者差异不显著。

4.2  扩繁继代  每个继代繁殖体为一叶一节或一茎

尖带 1 个完全展开叶。从继代苗的长势和增殖率

看，以培养基(3)最佳，苗色绿，高 2~4 cm，具

1~3个节，继代50 d时平均增殖率达2.45倍；其

次为(4)、(10)、(9)，分别为1.83、1.81和1.78倍，

(6)、(5)分别为1.53和1.43倍；(11)、(7)、(8)则较

差(分别为1.08、0.97和0.70倍)，苗色发黄，高

0.5~2 cm，具 1个节, 有干枯现象。

4.3  生根及移栽  转接60 d后，在培养基(12)上芽

苗生根率为87.5%，平均每苗有1.89 条根，根较

粗壮，基部有块茎生成，长势好，平均根长 2.8

c m，是最佳的生根培养基；另外，芽苗分生也

增加3.5倍。而在培养基(13)、(14)上芽苗生根率

仅分别为52.0% 和 37.5%，平均每苗根数为0.68

和0.36，基部无块茎生成，平均根长为1.8和0.6

cm。上述生根苗经4~5 d炼苗后，移栽在经0.3%

KMnO4 消毒的珍珠岩基质上，成活率可达94.1%。

5  意义与进展  穿龙薯蓣是薯蓣科薯蓣属多年生草

质藤本植物。其根状茎为一种常用的中草药，具

有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止咳平喘等功效，并

具有抗肿瘤活性[1] ，是提取薯蓣皂甙的原料。近

年来，由于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大量采

挖，穿龙薯蓣野生资源已经不多，接近濒危状

态，现被国家列为二级保护植物。穿龙薯蓣可用

种子或根状茎繁殖，但种子发芽不整齐，发芽率

不高。用根状茎繁殖时，仅一至二年生根状茎生

根较容易[2]，因此，靠自然资源已难满足生产需

要。组培快繁可能是解决穿龙薯蓣栽培种源的较

好途径，目前尚未见此类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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