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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猫耳朵 ( Boea hygromet rica) ,别名中

耳草、牛耳草、八宝茶、石花子、地膏药、还魂草。

2 　材料类别 　叶片。

3 　培养条件 　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 : ( 1) MS +

62BA 1. 0 mg·L - 1 (单位下同 ) + NAA 0. 1 ; ( 2)

MS + 62BA 2. 0 + NAA 0. 1 ; (3) MS + 62BA 3. 0 +

NAA 0. 1。诱导芽培养基 : (4) MS + 62BA 2. 0 ; (5)

MS + 62BA 1. 0 + NAA 0. 2 ; (6) MS + 62BA 2. 0 +

NAA 0. 2 ; (7) MS + 62BA 3. 0 + NAA 0. 2 ; (8) MS +

62BA 4. 0 + NAA 0. 2。生根培养基 : ( 9) 1/ 2MS ;

(10) 1/ 2MS + NAA 0. 01 ; (11) 1/ 2MS + NAA 0. 02 ;

(12) 1/ 2MS + NAA 0. 05 ; (13) 1/ 2MS + NAA 0. 1 ;

(14) 1/ 2MS + NAA 0. 15。以上培养基均添加 3 %

蔗糖、0. 6 %琼脂 ,p H 5. 8。培养温度 (22 + 1) ℃,在

芽分化和生根培养中每天光照 11 h ,光照度 1 5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先用 75 %酒精擦洗猫耳朵

叶背和叶面 ,再放入 0. 1 %的升汞溶液中浸泡8～10

min ,再用蒸溜水冲洗 4～5 次 。然后切成 1 cm ×1

cm 大小的叶块 ,接种到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 (1) ～

(3)上 (1 瓶 1 块) 。经实验对比得出 ,在诱导愈伤组

织培养基 (1) ～ (3) 中 ,无论是 20 d 或 50 d 后的愈

伤组织诱导频率 ,都以培养基 (2)最高。

4. 2 　芽的诱导 　将 1 cm ×1 cm 的愈伤组织块体

接种在诱导芽培养基 (4) ～ (8) 中 (1 瓶 1 块) 。30 d

后 ,在未加 NAA 的培养基 (4) 中 ,形成丛芽少且芽

生长慢。而 NAA 用量相同时 ,在一定范围内 ,随着

62BA 浓度的升高 ,出芽率不断上升。当 62BA 为 3.

0 mg·L - 1时 ,出芽率最高且生长较好 ,但超出此浓

度出芽率下降。因此 ,以诱导芽培养基 (7)最好。

4. 3 　根的诱导 　将 4 cm 高的无根苗转入生根培

养基 (9)～ (14)中 ,5 d 后开始生根 ,20 d 便可移栽。

20 d 后试验结果表明 ,以生根培养基 (13) 的效果最

好 ,生根率为 100 %。

4. 4 　无根苗瓶外生根和生根试管苗移栽 　猫耳朵

诱导生根较容易 ,在没有激素的培养基中也能生

根。因此 ,我们把用作生根或增殖的无根苗 ,直接

移至瓶外 ,采取覆盖保温扦插进行生根 ,并与生根

苗进行对比 (栽培基质为珍珠岩 ,苗高均为 5 cm) 。

20 d 后 ,粗、细无根苗均已生根 ,粗壮的无根苗成活

率为 96 % ,细的无根苗成活率为 40 % ,有根试管苗

成活率达 100 %。

5 　意义与进展 　猫耳朵是苦苣苔科旋蒴苣苔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分布于西南、华中以及山东至

甘肃等黄河流域省份。全草可药用 ,能治小儿疳

积、食积 ,老年性支气管炎 ,中耳炎 ,跌打损伤等

症[1 ,2 ] 。除药用价值外 ,还具有叶片肥大、花色艳

丽、开花时间长等观赏价值 ,是值得开发利用的野

生植物。本文结果对此物种的种质资源保存和利

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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