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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山葵带腋芽的叶柄基部接种于不同激素浓度的 :5 培养基上，在不同温度、不同 ;+ 值下培养。结

果表明：:5 < !(3. $=# >?·4@ % < -.. #=#) >?·4@ %对芽的分化、增殖效果最好；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 A $ :5 < -..
%=# >?·4@ % < ,3. #=#" >?·4@ % < .* #=) B；最适的培养温度为 %! C；最佳的 ;+ 值为 !。

关键词 山葵 试管繁殖

山葵（!"#$%&’ (’)’*+’ :DEF>=）也称山嵛菜，是

十字花科山嵛菜属多年生草本半阴性植物，原产中

国和日本〔%〕。主要用其新鲜根茎和叶柄磨碎作香

料，具有强烈的辛辣味和特殊的芳香，兼具杀菌和助

消化的功能。在日本及东南亚地区，主要作为鲜食

生鱼片等海鲜的高级调味品。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引

种栽培，且需求量日益增加。山葵主要以分株和播

种繁殖为主，但繁殖速度慢，且有性繁殖易产生退

化，离体培养可以弥补这些不足。然而山葵的离体

培养在国内少有报道，王广东等利用带侧芽的山葵

根状茎作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繁殖系数在 G = #
9 " =#〔$〕。为了寻求一种耗材少、繁殖速度高的离体

培养方法，笔者从 %HHH 年开始利用山葵的叶柄作为

外植体并调节培养条件，成功育出了新生植株，把繁

殖系数提高到 ’ = # 9 & = #，使该项技术距实用化又前

进了一步。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岛根 ) 号山葵叶柄。

! !" 方法

将叶柄从山葵植株上分离下来，在 ’# B的酒精

中浸泡 )# 9 !# I（秒），再放入 # = " B的升汞溶液中

消毒 ! 9 & >FJ（分），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G 9 " 次。将

消毒好的带腋芽的山葵叶柄基部接种于附加 !(3.
和 -.. 的 :5 培养基（表 %）上进行芽的诱导和分化

（每瓶 $ 块外植体）。培养基附加蔗糖 ) = # B、琼脂

# =" B，;+ "= &，培养温度为恒温 $# C，每天光照

%% K（小时），光照强度 % "## LE。然后将诱导分化的

芽体进行继代培养，在蔗糖、琼脂浓度不变的情况下

进行以下处理。

% =$ =% 培养基 ;+ 值处理 用于继代的单个芽体去

掉 % A ) 顶端并纵切，转入不同 ;+ 值的培养基中培养

（每瓶 % 个芽体），并选用在诱导分化中最佳的激素

组合。;+ 值梯度为 G、"、!、’、&，观察 ;+ 值对芽的分

化和生长的影响。

% =$ = $ 温度处理 芽体处理及培养基的激素组合

同 % =$ = %，;+ 值选用在 % = $ = % 中最佳的值。温度梯

度为 %$、%!、$#、$G C，观察温度对芽的分化和生长

的影响。

" 结果与分析

" !! 芽的诱导及分化

在 ) 种激素组合的培养基上进行芽的诱导分

化。观察得知，叶柄在 :5 < !(3. $ >?·4@ % < -..
#=#) >?·4@ %培养基中经 " M（天）左右，叶柄基部的

腋芽开始萌发，且基部变大；在 :5 < !(3. %= # >?·
4@ % < -.. #=#) >?·4@ %培养基中，叶柄基部的腋芽

萌发需 %# M（天）左右；:5 < !(3. #=" >?·4@ % < -..

表 ! 芽在不同培养基中的诱导分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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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培养基中，腋芽萌发更晚。

从接种后第 #! 天的观察结果看（表 (）：)*+,
- $%·&’ ( . /,, !" !# $%·&’ (组合诱导不定芽效果

最好，每个外植体形成不定芽平均为 (! 个，平均芽

高 # "0 1$，且生长旺盛；随着 )*+, 和 /,, 的比值减

小，不定芽的形成量减少。

! "! 培养基 #$ 对芽的继代增殖影响

在不同 23 的培养基上培养芽体，-! 4（天）后观

察结果（表 -）：230 5 ) 时较适于芽的分化及生长，且

23 6 ) 时芽的分化及生长最好。

表 ! #$ 对山葵继代增殖的影响

23 继代瓶数 平均芽数 7个 平均芽长 7 1$
8 -! 8 "! 8 "-
0 -! 0 "! 0 "0
) -! 9 "! ) "!
9 -! 8 "0 8 "0
: -! # "0 8 "!

! !% 温度对芽的继代增殖影响

分别在不同的温度下培养芽体，-! 4（天）后观

察结果（表 #）：温度在 () ;时最适于山葵芽的分化

及生长，温度超过 -! ;，其营养生长受抑制。

表 % 温度对山葵继代增殖的影响

温度 7 ; 继代瓶数 平均芽数 7个 平均芽长 7 1$
(- -! 9"8 ) "0
() -! :"! 9 "!
-! -! 9"! ) "!
-8 -! 0"0 0 "!

! !& 根的诱导

继代培育出的无根幼苗，苗高 0 " ! 1$ 左右，将

其转接于 # 种激素组合的培养基上进行诱导生根。

转接后第 (0 天的统计结果（表 8）：在 # 种培养基中

植株均能生根，单独采用 /,, 比单独使用 <+, 效果

好，/,, 与 <+, 配合使用效果最佳。( 7 - => . /,,
!"( $%·&’ ( . <+, !" !0 $%·&’ ( . ,? !" # @培养基

根诱导率达 A9 @，且根系生活力强，易栽培。

表 & 根 的 诱 导 结 果

激素组合

$%·&’ (

芽生长

情况

不定根的
诱导率

@
根生长情况

( 7 - => . <+, !"( . ,? !"# @ 生长正常 9! 生活力弱，根粗

( 7 - => . /,, !"( . ,? !"# @ 生长正常 :0 生活力强，有细根

( 7 - => . /,, !"( . <+, !"!0 生长正常 A9 生活力强，有侧根

. ,? !"# @

! !’ 炼苗与移栽

将已 生 根 的 再 生 植 株，先 打 开 瓶 盖 炼 苗 9 4
（天）左右，洗去培养基，移栽于经过消毒的砂质土壤

中，保持温度在 -0 ;以下，湿度在 :0 @以上，并加

盖遮阴网，成活率可达 A8 @。

% 讨论

% !( 细胞分裂素与培养过程中多酚类物质的污染

山葵植株中含有的多酚氧化酶，在培养过程中，

培养基的细胞分裂素物质（如 BC，)*+,）有增进多酚

氧化酶活性的作用，从而在培养基内产生并积累了

酚、醌类深褐色色素物质。这类物质常产生毒害，抑

制组织生长，严重时组织完全褐化而死亡。褐化的

程度随细胞分裂素浓度的提高而加深。在本试验

中，笔者在培养基中加入 DED . E? 抗氧化剂来克服

或减轻褐化现象。

% !! 培养条件的确定

山葵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平均温度低于 (0 ;，夏

季平均气温不高于 -0 ;，营养生长的适温为 (# 5
() ;，在 23 为 0 5 ) 的砂质土壤中生长良好。所以

在本试验中，根据其生长习性，来调节其培养条件，

从而得出了最佳的培养温度 () ;和 23 值 )。并且

将繁殖系数提高到 9 " ! 5 : " !（表 -、表 #），这对山葵

的种苗生产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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