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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云南山嵛菜(Eutrema yunnanense) ，

亦称云南山葵、滇嵛菜。

2  材料类别  叶片。

3  培养条件  诱导愈伤组织的培养基：(1)MS+

6-BA 1.0 mg.L-1(单位下同)+NAA 0.01; (2)MS+

6-BA 1.5+NAA 0.01; (3)MS+6-BA 2.0+NAA 0.01。

诱导芽的培养基：(4)MS+6-BA 1.0+NAA 0.02；

(5)MS+6-BA 2.0+NAA 0.02； (6)MS+6-BA 3.0+

NAA 0.02。诱导根的培养基：(7)1/2MS+NAA

1.0+AC 0.3%；(8)1/2MS+NAA 2.0+AC 0.3%；(9)

1/2MS+NAA 3.0+AC 0.3%。以上培养基均添加

3% 蔗糖、0.6 % 琼脂，pH 5 . 8。培养温度为

(16±1)℃，在芽分化和生根培养时光照11 h.d-1，

光照度1 5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云南山嵛菜叶片从生长着

的植株上分离下来，用棉花擦拭叶片表面，放入

75%的酒精溶液中浸泡30 s，取出立即放入0.1%

的升汞溶液中消毒4 min左右，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5 次。在超净工作台上把叶片切成 1 cm×1 cm

大小的叶块分别转入培养基(1)~(3)上进行愈伤组织

的诱导分化。通过实验观察得知：叶片在培养基

(1)中经35 d左右就有愈伤组织产生，而且叶片也

有不同程度地长大；在培养基(2)上需40 d左右才

能有愈伤组织产生；而在培养基(3)中愈伤组织产

生得更晚，大约要60 d。培养 75 d后观察得知，

培养基(1)是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

4.2  芽的分化  把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切成1 cm×1 cm

的块体(每瓶1块)，分别接种于培养基(4)~(6)上进

行芽的分化。培养 30 d 后发现：在培养基(5)上

愈伤组织分化成芽的块数最多，且分化成的芽也

最多，平均每块愈伤组织产生 7 个芽。因此，培

养基(5)是芽分化的最佳培养基。

4.3  根的诱导  当芽高3 cm左右时，将其分别转

入生根培养基。培养20 d后在培养基(9)上对根的

诱导效果最佳，平均每芽产生 6 条根，根生长情

况好，生根率达 9 5 % 。

4.4  炼苗与移栽  将已生根的再生植株先打开瓶盖

在室内放置 2 d 左右，然后洗去培养基，移栽于

红土和腐叶土混合(1∶1)的栽培土中，温度保持

在 16℃左右，湿度在 85% 以上，并加盖遮阴网，

成活率可达 9 5 %。

5  意义与进展  云南山嵛菜是十字花科山嵛菜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与现在人工栽培的山嵛菜

(Eutrema wasabia)是同科同属的植物。山嵛菜是

一种高级调味品，已用于医药领域，有免疫、镇

痛、助消化等功效。由于山嵛菜价值高、市场

前景好，近几年我国开始引种栽培。据《云南

植物志》记载：云南山嵛菜与日本种的亲缘关系

相近，具有辛辣味，且抗病性较强。本文旨在

利用离体培养耗材少、繁殖速度快的特点，为保

存我国的种质资源和今后开发利用中国山嵛菜资源

提供参考。有关云南山嵛菜的离体培养尚未见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