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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苦参种子为外植体，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 NAA和 6-BA，进行苦参组培快繁技
术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75%乙醇 8 s垣0.1%升汞 8 min对苦参种子消毒后，污染率低，易获得无菌材料。MS培养基
中分别添加 0.1 mg/L 、3.0 mg/L 6-BA 和 0.5 mg/L NAA、3.0 mg/L 6-BA的组培苗增殖效果较好，增殖率最高可达
120.2%；在 1/2 MS培养基中添加 0.1 mg/L的 NAA，更利于苦参组培苗生根。根长 1耀2 cm的无菌苗，在自然光下驯
化培养 5 d后移栽至蛭石基质中成活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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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Research o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Multiplication of Sophora
flav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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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experiment，seeds have been used as explants，MS as the basic medium adding NAA and 6-BA o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to research rapid propagation technology of Sophora flavescens var .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best method of sterilization
for seeds is 70% ethanol（8 s）+0.1% HgCl2（8 min）which have the lowest contamination rate and the highest seedling rate. The optimal
culture medium for subculture is MS+0.1 mg/L NAA+3.0 mg/L 6-BA and MS+0.5 mg/L NAA+3.0 mg/L 6-BA， the highest
multiplication rate is 120.2%，1/2 MS+0.1 mg/L NAA is the best medium for rooting culture. The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have 1～2 cm
roots could be domesticated with natural light for 5 days，and then transplanted in vermiculite have higher sur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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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组织培养及快繁体系研究初探

苦参（Sorphoa flavescens var. flavescens）为豆科
苦参属的变种，从其根、茎、叶和种子中提取的
苦参碱、苦参素被大量应用到医药、保健等方面，
提取苦参碱、苦参素后的残渣也是生产有机肥的
好原料［ 1～3］。苦参中的苦参碱作为植物杀虫剂杀虫
效果好，对人、畜无毒害，且不产生抗药性，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长期以来，苦参生药资源大
多以采挖野生植物为主，超限量采挖造成野生资
源日益枯竭。近年来，一些地区相继开展了人工
苦参栽培，但大部分以采集野生种子繁殖为主，
且能采集的苦参种子量非常有限，难以满足大规
模生产的需要，加之苦参种子硬实率高达 90%以
上，种皮硬，发芽率低，种苗严重不足已成为制
约苦参规范化、规模化栽培的瓶颈［ 4～6］。目前国内
外对苦参组织培养技术的报道较少，若将组织培

养技术应用到苦参种苗繁殖和生产中，不仅可保
持优良母株性状，而且繁殖速度快，对实现苦参
规模化栽培，提高产量和品质十分有利［ 7～8］。我们
进行苦参组培快繁体系中外植体选择、适宜培养
基筛选、驯化移栽等关键性技术研究，以期为苦
参组培工厂化育苗提供技术支撑，也为药用植物
资源的种质离体保存提供一条新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初代培养的外植体选用当年收获的苦参种子，
增殖培养的外植体选用初代培养获得的生长健壮
的无菌苗茎尖或茎段，生根培养的外植体选用继
代培养获得的生长健壮的无菌苗茎尖或茎段，驯
化移栽苗选用生根培养时获得的生长健壮的无菌
苗。NAA、6-BA均为分析纯，由上海惠世生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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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有限公司生产。
1.2 方法

1.2.1 初代培养 选择粒大、饱满的苦参种子，
先用 98%浓硫酸浸泡 40 min后，再用自来水冲洗
3次进行预处理，然后在无菌条件下采用乙醇与升
汞联合的 3种处理方法进行消毒，处理 1为 75%
乙醇 3 s+0.1%升汞 5 min，处理 2 为 75%乙醇
8 s+0.1%升汞 8 min，处理 3为 75%乙醇 10 s+0.1%
升汞 10 min。消毒后的种子接种在 MS培养基（基
础 MS+30 g/L蔗糖 +7 g/L琼脂，pH 5.8）上，每处
理接种 60瓶，每瓶 3～4粒。置于（25±2）℃、
1 500～2 000 Lx（10 h/d）条件下培养，7 d后统计污
染率，21 d后统计成苗率。
1.2.2 增殖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无菌苗（株高
约10 cm）切割为带单芽的茎段，接种于增殖培养
基上诱导腋芽与丛生芽。增殖培养基共设 9个处
理，处理①为 MS+0.1 mg/L NAA+1.0 mg/L 6-BA，
处理②为 MS+0.3 mg/L NAA+1.0 mg/L 6-BA，处理
③为 MS+0.5 mg/L NAA+1.0 mg/L 6-BA，处理④为
MS + 0.1 mg/L NAA + 2.0 mg/L 6-BA，处理⑤为
MS + 0.3 mg/L NAA + 2.0 mg/L 6-BA，处理⑥为
MS + 0.5 mg/L NAA + 2.0 mg/L 6-BA，处理⑦为
MS + 0.1 mg/L NAA + 3.0 mg/L 6-BA，处理⑧为
MS + 0.3 mg/L NAA + 3.0 mg/L 6-BA，处理⑨为
MS + 0.5 mg/L NAA + 3.0 mg/L 6-BA。每处理接种
30瓶，每瓶接种 2～3个单芽茎段，培养条件同初
代培养，7、21 d后统计总芽数及增殖率。
1.2.3 生根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无菌苗切割
为带 2个芽的茎段，接入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
培养。生根培养基 6个，编号分别为Ⅰ、Ⅱ、Ⅲ、
Ⅳ、Ⅴ、Ⅵ，Ⅰ为 MS+0.1 mg/L NAA，Ⅱ为
MS+0.3 mg/L NAA，Ⅲ为 MS+0.5 mg/L NAA，Ⅳ为
1/2 MS+0.1 mg/L NAA，Ⅴ为 1/2 MS+0.3 mg/L NAA，
Ⅵ为 1/2MS+0.5 mg/L NAA。每处理接种 30瓶，每
瓶接 3～4个茎段，培养条件同初代培养。接种后
30 d统计生根率，生根数及根长。

1.2.4 驯化与移栽 选择根长 1～2 cm的无菌苗，
在自然光照下驯化 5 d后从培养瓶中取出，轻轻洗
去根部的琼脂，分别栽入蛭石与田园土按 1∶1配
制的混合基质和纯蛭石两种基质中，移栽前先将
基质灭菌后装入营养钵中铺平压实，浇透水，移
栽时用竹签在基质表面打孔，将组培苗栽入并压
实。每钵栽 1株，每处理 30钵。初期保持环境温
度 20～25℃，间隔 4 h喷水 1次，保持空气相对
湿度 80%以上，5 d后逐渐降低温度与湿度，转入
自然光下培养，并于移栽后 5、10、15 d统计组培
苗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毒处理对苦参种子初代培养成苗的影响

由表 1可见，利用不同的消毒方法处理苦参
种子后，初代培养时污染率均未超过 10%，成苗
率为 30.0%～68.2%。其中以处理 2的污染率相对
较低，为 6.6%，成苗率最高，为 68.2%，污染率
较处理 3高 1.6百分点，较处理 1低 3.4百分点；
成苗率较处理 3高 38.2百分点，较处理 1高 32.1
百分点。且处理 2成苗率与处理 1差异显著，与
处理 3差异极显著。

2.2 激素配比对苦参诱导芽增殖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在添加不同浓度的 NAA 和
6-BA的 MS培养基中，苦参无菌苗诱导芽增殖率
各不相同。其中，处理 9（MS+0.5 mg/L NAA +3.0
mg/L 6-BA）的培养基在接种 7 d后和 21 d后的芽
增殖率均为最高，分别为 38.1%和 120.2%，分别
较其它处理高 5.2～34.5 百分点和 38.1～101.2 百
分点；其次是处理 7（MS+0.1 mg/L NAA +3.0 mg/L
6-BA），虽然在接种 7 d后增殖率最低，但在接种
21 d后的增殖率较高，达 82.1%。且接种 7 d后，

处
理
接种瓶数
（瓶）

污染瓶数
（瓶）

污染率
（%）

接种种子数
（粒）

成苗数
（株）

成苗率
（%）

1 60 6 10.0 238 86 36.1 b AB
2 60 4 6.6 239 163 68.2 a A
3 60 3 5.0 240 72 30.0 b B

处 理
培养基激素配比

接种芽数
（个）

7 d后 21 d后
NAA
（mg/L）

6-BA
（mg/L）

总芽数
（个）

增殖率
（%）

总芽数
（个）

增殖率
（%）

① 0.1 1.0 74 83 12.2 b B 112 51.4 b BC
② 0.3 1.0 70 88 25.7 b AB 109 55.7 b BC
③ 0.5 1.0 80 90 12.5 b B 119 48.8 b BC
④ 0.1 2.0 75 91 21.3 b AB 121 61.3 b BC
⑤ 0.3 2.0 83 91 9.6 b B 108 30.1 b C
⑥ 0.5 2.0 88 117 32.9 b AB 150 70.5 b BC
⑦ 0.1 3.0 84 87 3.6 b B 153 82.1 a AB
⑧ 0.3 3.0 84 97 15.5 b B 100 19.0 b BC
⑨ 0.5 3.0 84 116 38.1 a A 185 120.2 a A

表 1 不同消毒处理苦参种子初代培养的污染率与成苗率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的苦参诱导芽的增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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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类型 移栽苗数
（株）

移栽后5 d 移栽后10 d 移栽后15 d

成活苗数
（个）

成活率
（%）

成活苗数
（个）

成活率
（%）

成活苗数
（个）

成活率
（%）

蛭石+田园土 30 26 86.67 20 66.67 17 56.67
蛭石 30 27 90.00 25 83.33 24 80.00

处理 9与处理 6、处理 2、处理 4差异显著，与其
它处理差异极显著；接种 21 d后，处理 9与处理
7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理差异极显著。综合考虑
可见，MS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1、3.0 mg/L 6-BA
和 0.5 mg/L NAA、3.0 mg/L 6-BA的芽增殖效果较
好。
2.3 培养基对苦参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由图 1、2、3可见，在 MS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1、0.3、0.5 mg/L NAA培养 30 d后，苦参组培苗
的生根率和生根数均随 NAA浓度的升高而增加，
在添加 0.1 mg/L NAA的培养基中，根系生长更快，

平均根长最长。在 1/2 MS 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1、0.3、0.5 mg/L NAA培养 30 d后，苦参组培苗
的生根率、生根数及根长均以添加 0.1 mg/L NAA
时最高。表明含低浓度无机盐与生长素 NAA的培
养基更有利于苦参组培苗生根。
2.4 基质对苦参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3可见，移栽后 5、10、15 d，均以纯蛭
石为基质的组培苗成活率最高，达 80%以上。移
栽后 15 d，蛭石与田园土混合基质中的组培苗成
活率仅为 56.67%。在营养钵中培养 20 d后，苦参
苗平均株高 8.39 cm，叶片数 5片，平均根长 4.23
cm，带土移栽至大田后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以苦参种子作为外植体，采

用 75%乙醇 8 s+0.1%升汞 8 min 消毒后，污染率
低，易获得无菌材料。MS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1、
3.0 mg/L 6-BA和 0.5 mg/L NAA、3.0 mg/L 6-BA的
增殖效果较好，增殖率最高达 120.2%。在 1/2 MS
培养基中添加 0.1 mg/L的 NAA，更利于苦参组培
苗生根。根长 1.00～2.00 cm的无菌苗，在自然光
下驯化培养 5 d后移栽至蛭石基质中，成活率较
高，移栽后 5～15 d的成活率达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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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移栽基质中苦参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

图 1 不同培养基对苦参组培苗生根率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玉 域 芋 郁 吁 遇

图 2 不同培养基对苦参组培苗生根数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玉 域 芋 郁 吁 遇

图 3 不同培养基对苦参组培苗平均根长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玉 域 芋 郁 吁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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