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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较为系统的灯盏花组培体系,培育、壮大和发展灯盏花这一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 [方法 ]以灯盏花 (Erigeron bre2
viscapus)的叶片为外植体,用不同浓度的激素 62BA、2, 42D、KT和 NAA对其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再生植株的研究。 [结果 ]诱导愈伤
组织最佳的培养基是MS + KT 0. 5 mg/L + 2, 42D 10 mg/L和MS + 2, 42D 0. 5 mg/L+ 62BA 0. 5 mg/L,诱导率为 100%;二者相比,前
者长出的愈伤组织较为紧密,而后者松散性好; MS+ 62BA 0. 5 mg/L + 10%香蕉汁是诱导芽最佳的培养基,达 87%;加入 0. 3 mg/L NAA
的 1/2MS培养基对生根最有利,生根率达 83%。 [结论 ]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合理配比有利于快速构建灯盏花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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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 r opaga tion and P lant R egener ation ofEr igeron breviscapus (Van iot) Hand. 2Mazz.
L IN L i2fei et a l (Departm ent ofB iology, H ongheUn iversity, M engz,i Yunnan 661100)
Abstr act [Objective] To estab lish a system aticm echan ism ofErigeron breviscapus tissue culture for culturing, strengthen ing and developing
an advantageous industrywith un ique characteristics. [M ethod] The leaves ofErigeron breviscapus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induce callus, buds
and become to p lant regeneration in different optmi a lm edium. [R esu lt] MS+ KT 0. 5 mg/L+ 2, 42D 10 mg/L andMS + 2, 42D 0. 5 mg/L+
62BA 0. 5 mg/L were best to induce ca llus, comparatively, the latterwas looser than the form er. The optmi alm edium for bud differentia tion
wasMS+ 62BA 0. 5 mg/L + 10% banana and differentiation ratewas 87% . And that 1/2MSw ith 0. 3mg/LNAA was su itable for rooting and
the rooting ratewas 83%. [Conclusion] R ationa l ratio of auxin and cytok inin was favorable for quickly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mechanism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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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盏花 [E rigeron breviscapus (Van iot) Hand. 2Mazz. ],

属菊科 ( Compositae)飞蓬属 (E rigeron)植物,产于湖南、广西、

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等省区,常见于海拔 1 200~ 3 500 m

的中山和亚高山开阔山坡、草地、林缘
[ 1],是一种民间常用药

用植物
[ 2]
。始载于 5滇南本草 6,临床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

脑栓塞、多发性神经炎、慢性珠网膜炎等脑血管意外所致的

瘫痪症,总有效率为 9518% [ 3],被列为云南重点培育的五大

特色云药之一。灯盏花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药用植

物, 20多年来,野生灯盏花被大量采挖,资源不足成为制约灯

盏花药业发展的瓶颈
[4]
。灯盏花有性繁殖效率低,其种子形

成数量虽然很多,但种子瘦小、瘪粒多,不能满足大面积药材

栽培对种苗的需求,目前对灯盏花的研究大多数仅限于它的

药用价值及病害方面的研究
[ 5],对其组培的系统研究报道甚

少
[ 6]
。笔者以植株幼叶为外植体,对不同激素及其浓度对灯

盏花愈伤组织、继代增殖和芽的分化及生根培养等方面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对建立较为系统的灯盏花组培体系,培育、壮

大和发展灯盏花这一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实际应用前景。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灯盏花, 学名短葶飞蓬 [E rig eron breviscapus

(Vaniot) H and. 2Mazz. ]。取灯盏花叶片。

1. 2 培养方法  ¹ 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 MS+ KT( 015、

110、310) + 2, 42D( 110、510、1010); º MS+ 2, 42D( 015、110、

115、210) + 62BA( 011、012、015); » MS+ 62BA 015+ NAA( 0、

011、012、015 ); ¼ 增殖培养基: MS+ 2, 42D 510+ KT 015+

10%香蕉汁+ 015%活性炭; ½ 分化培养基: MS+ 62BA 015+

IBA( 0、011、013、015) + 10%香蕉汁; ¾ 生根培养基: 1 /2MS+

NAA(011、012、013、014、015 )。上述培养基激素的浓度单位

均为 mg/L,均添加 215%蔗糖、0165%琼脂, pH 5. 8, 培养温

度 25 e ,光照度 2 000 lx,光照时间 16 h /d。

2 结果与分析

2. 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取灯盏花幼嫩叶片,表面冲洗干净,

切成 1~ 2 cm2
的小块放入 70%的酒精中消毒 30 s,用 011%

的 HgC l2溶液浸泡 3m in,无菌水冲洗 3次,然后接种到培养

基¹ ~ » 中暗培养,每瓶接种 30个外植体。培养 8 d后,叶

片呈不同程度的变厚卷曲膨大,逐渐长出淡绿色颗粒状的愈

伤组织, 14 d出现大量的愈伤组织 (图 1 )。其中 MS +

KT 015mg /L+ 2, 42D 10mg /L、MS+ 2, 42D 015mg/L+ 62BA

015mg/L及 MS+ 62BA 015mg/L+ NAA 0. 1mg/L诱导愈伤

组织的出愈率均为 100%, 但是以 MS+ 62BA 015 mg/L+

NAA 011 mg/L生长势最好。

图 1 灯盏花愈伤组织

F ig. 1 E rigeron breviscapus callus

2. 2 芽的分化  待叶片边缘长出绿色的愈伤组织时,切取

并转入培养基¼ 中进行增殖培养, 10 d为 1个继代周期,继

代 3~ 4次。选取生长较好的愈伤组织接种到培养基 ½上分

化培养,放入光照培养室培养。愈伤组织在分化培养基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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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12 d,即可观察到愈伤组织的体积明显增大, 25 d愈伤组

织表层变绿且有小芽点长出, 30 d有浅绿色的子叶出现, 40 d

后大量叶子从芽丛中生长形成无根苗丛 (图 2)。在诱导芽

的分化过程中,以 MS+ 62BA 015 mg/L产生的芽最多。

图 2 灯盏花无菌苗

F ig. 2 E rigeron breviscapus ster ile leaves

2. 3 根的形成  将不定芽转接在生根培养基 ¾中,进行生

根培养。 6 d后有根原基生成 (愈伤突起,表面附有少量白色

小绒毛 )。经 2次继代, 18 d后无根苗下的愈伤片上布满大

量根原基并有大量的根生成。根的生长速度为 014 mm /d。

其中生根最好的激素配比为 1 /2MS+ NAA 013mg /L,诱导

生根率达 83%以上 (图 3)。

图 3 灯盏花生根培养

Fig. 3 E rigeron breviscapus r oo tage cu l tu re

2. 4 炼苗及移栽  当大部分苗根长 2 cm以上时,打开瓶

盖,炼苗 3~ 5 d,用镊子将苗轻轻夹出,用清水洗去基部残留

的培养基,栽于腐殖土B珍珠岩 B蛭石 ( 2B1B1)的基质中,保持

80% ~ 85%湿度,成活率达 95%以上 (图 4)。

3 结论

以灯盏花 (E rigeronbreviscapus)的叶片为外植体,用不同

浓度的激素 62BA、2, 42D、KT和 NAA对其进行愈伤组织的诱

图 4 灯盏花植株

F ig. 4 E rigeron breviscapus p lan t

导和再生植株的研究。结果表明,诱导愈伤组织最佳的培养

基是 MS+ KT 0. 5 mg /L + 2, 42D 10 mg/L和 MS + 2, 42D

015mg/L+ 62BA 015 mg /L,诱导率为 100%; 二者相比, 前

者长出的愈伤组织较为紧密,而后者松散性好; MS+ 62BA

015mg/L + 10%香蕉汁是诱导芽最佳的培养基,达 87%;加

入 013 mg /L NAA的 1 /2MS培养基对生根最有利,达 83%。

试验表明,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合理配比有利于快速构建

灯盏花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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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内才能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0
[ 4]
、/黄芪对脾的调节是有

节制的 0[5]
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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