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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
##

苄氨基腺嘌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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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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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乙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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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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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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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培养基对浙江雪胆
6+73'+5& 8*+,-&%.+%3-3

组培幼苗繁殖系数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不同
##,-

和
.--

质量浓度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有较大影响
!

其最佳质量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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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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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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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繁殖系数分别为
H+(I+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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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的效果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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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质量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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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配比的最佳配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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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比下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分别为
HJ()+

和
HI(H+

!

与单一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最佳质量浓度相比
!

其

差异也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

研究还发现
$

浙江雪胆的组培苗在初代培养中不经生根阶段就可形成微型块茎
!

且该

微型块茎可直接发育成新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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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雪胆
!"#$%"&' ()"*+',-",$+$

为葫芦科
$%&%'()*+&,+,

雪胆属
."#$%"&'

多年生攀援草本! 仅分布

于浙江温州泰顺乌岩岭海拔
"-- .

以下的山谷灌丛中和竹林下! 为浙江特有种"

/

#

$ 浙江雪胆块茎具有清

热解毒% 消肿止痛之功效! 广泛用于治疗肠炎% 菌痢% 冠心病% 气管炎% 慢性子宫颈炎% 带状疱疹% 肿

瘤等多种疾病"

!! 0

#

$ 因其疗效好! 副作用低! 因而在医学上日益受到青睐!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 对

浙江雪胆的研究较少! 哀建国等"

1

#对浙江雪胆群落学特征进行了调查研究& 雷祖培等 "

2

#对浙江雪胆体内

几种金属元素分布及其与土壤养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叶晓霞等"

0

#探讨了超声提取'''分光光度法

测定浙江雪胆中总皂苷含量& 叶晓霞等"

3

#从药用角度测定浙江雪胆块茎中的微量元素! 证明浙江雪胆中

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且微量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中华雪胆! 这为浙江雪胆的进一步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由于浙江雪胆种群稀少! 使用茎蔓扦插繁殖母本数量极少! 扦插繁殖速度慢! 同时

容易受季节限制! 严重阻碍了以这一新药源植物的生产利用$ 本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浙江雪胆的初代培养

基和最佳植物生长调节物质配比对其增殖的影响! 以进一步为块茎的快速诱导和增殖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终实施人工栽培! 以解决其资源匮乏和物种的有效保护$

4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浙江雪胆块茎于
!--"

年
4!

月采自浙江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竹林下的雪胆群落! 栽植于装有

腐殖质土的花盆中! 待长出幼苗后! 采集具芽的幼嫩茎段作为外植体$ 试验于
!--5

年
!

月至
!-4-

年
1

月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农生系生物工程研究所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室中完成$

!"#

试验方法

剪取茎段! 用洗涤剂涮洗后自来水冲洗
4 6

! 再用蒸馏水冲洗
7

次! 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中进行操作$

用体积分数为
389

乙醇浸泡
78 :

!

/88;8 <

(

=<

!4次氯酸钠浸泡
" .)>

进行杀菌$ 消毒后的幼嫩茎段用无菌水

浸洗
1

次! 剪去基部! 留
/ &.

左右的茎段! 插栽在固体
?@

)

?%'+:6)<, +>A @=BB<

*基本培养基)蔗糖
C8;8 <

(

=<

!/

! 琼脂
2;8 <

(

=<

!/

!

DE 1;"

*中! 插入深度
!FC ..

$ 在 )

G1"!

*

#

组培室中培养$

3 A

后除去污染瓶! 继续

培养!

!4 A

时转接! 然后进行以下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和培养基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影响的研究$

4;!;4 2$

苄基氨基腺嘌呤
!

2$HI

"

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以
?@

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

萘乙

酸)

JII

*

-;-G .<

(

K

!4

! 酸碱度整为
DE 1;"F2;-

& 蔗糖为
C-;- <

(

K

!4

! 琼脂作凝固剂$ 设置质量浓度分别为

-

!

-;4-

!

-;G-

!

-;1-

!

4;--

!

G;--

!

1;--

和
4-;-- .<

(

K

!4

$

4;G;G JII

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以
?@

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2$HI 4;-- .<

(

K

!4

! 设置质

量浓度分别为
-

!

-;-4

!

-;-1

!

-;4-

!

-;1-

和
4;-- .<

(

K

!4

$

4;G;C

不同质量浓度
JII

和
2$HI

配比对繁殖系数的影响 以
?@

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
2$HI

和
JII

!

均设置
1

个质量浓度)

G;--

!

4;--

!

-;1-

!

-;4-

和
- .<

(

K

!4

*组合进行不同配比试验$

4;G;0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繁殖系数的影响 分别

以
?@

!

H1

!

J2

和
LM?

)

NBBAO DP+>* .,A)%.

*等
0

种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2$

HI 4;88 .<

(

K

!4

Q JII -;-1 .<

(

K

!4进行培养试验$

在光照强度为
G --- PR

左右! 光照时间为
4- 6

(

A

!4的培养室中进行恒温)

G1 % G

*

&

培养
71

后! 记

录不同处理下浙江雪胆生长情况和繁殖系数$ 繁

殖系数是指在一次继代培养中! 由一个繁殖单位

)嫩茎% 芽% 或芽丛等*产生的新苗 )芽*个数$ 以

上实验均设
1

个重复! 求其平均数$

G

结果与讨论

#"! $!%&

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不同
2$HI

质量浓度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的繁殖

'$()S

)

.<

(

K

!/

* 繁殖系数

* +;* " *;** +

*;+ G;G " 8;"0 (&

*;, 1;G " /;0" A

*;- /8;" " /;0" ,

+;* 2;" " /;5G &

,;* 0;2 " 8;"5 A

-;* G;0 " /;/0 &

+*;* /;2 " 8;"5 (

表
! $!%&

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T+(P, / UVV,&* B> *6, D'BD+<+*)B> &B,VV)&),>*

BV ."#$%"&' ()"*+',-",$+$ BV 2$HI

说明+ 不同英文字母表明两者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1

*$

雷祖培等+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和培养基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227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表
! "#$

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 ! ,--+./ 01 /2+ 3403(5(/601 .0+--6.6+1/

0- !"#$%"&' ()"*+',-",$+$ 0- 788

7889

!

:5

"

;

!#

# 繁殖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B " #<#= -

&<?& !<& " #<!! )

#<&& #<B " &<%A )

说明$ 不同英文字母表明两者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

#%

培养基 繁殖系数

CD #B<% " &<%A .

E? #!<B " !<B? )

7B %<B " !<>& (

FGC $!<= " !<AH )

表
%

不同培养基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 = ,--+./ 0- )(I6. :+@6J: 01 /2+ 3403(5(/601 .0+--6.6+1/ 0-

/"#$%"&0 ()"*+0,-",$+$

说明$ 不同英文字母表明两者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1

＜
"<"?

#%

系数影响较大& 不同质量浓度之间差异都达到

显著水平 !表
$

#% 在质量浓度
"<$K$"<"" :5

"

;

!$范

围内& 浙江雪胆组培苗的繁殖系数随
B#E8

质量

浓度的升高而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 & 在

"<?" :5

"

;

!$时其繁殖系数最大& 达到
$"<%"

' 其

次为
$<"" :5

"

;

!$

& 其值达到
B<%"

' 再次为
"<!"

:5

"

;

!$ 和
!<"" :5

"

;

!$

' 其余质量浓度下浙江雪

胆组培苗的繁殖系数较低%

!&! "$$

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浙江雪胆组培苗的繁殖系数在
788

质量浓

度为
" :5

"

;

!$时& 组培苗的繁殖系数为
$<"

' 在

低质量浓度!小于
"<!" :5

"

;

!$

#下& 其繁殖系数随

着
788

质量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在
"<!" :5

"

;

!$

时其值最大& 达到
?<B

!表
!

#' 当
788

质量浓度

增加至
"<?" :5

"

;

!$时& 浙江雪胆组培苗的繁殖系数开始受到抑制%

!&'

不同质量浓度的
"$$

和
(!)$

配比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的
788

和
B#E8

配比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结果见表
>

% 试验表明$ 最适

宜于浙江雪胆组培快繁的芽分化诱导培养基配方为
CD L B#E8 #<&& :5

"

;

!#

L 788 &<&! :5

"

;

!#和
CD L

B#E8 #<& :5

"

;

!#

L 788 &<&? :5

"

;

!#

%

!

种配方下的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无显著差异%

*+,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

数的影响

以
FGC

&

E?

&

7B

和
CD

为基本培养基对

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见表
=

% 不同

培养基下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均较高& 其

中以
CD

培养基的效果最佳& 其繁殖系数达到

#B<%&

& 与其他
>

种培养基相比& 其差异达到了

显著水平%

>

讨论和结论

试验表明$ 在没有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

下& 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均为
#<&&

' 不同
B#E8

和
788

质量浓度对其组培苗繁殖系数有较大影响&

最佳质量浓度分别为
&<?& :5

"

;

!#和
&<!& :5

"

;

!#

& 其繁殖系数分别为
#&<%&

和
?<B&

'

B#E8

对浙江雪胆丛

生芽分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
788

% 不同质量浓度的
788

和
B#E8

配比的最佳配方为
CD L B#E8 #<&&

表
' (!)$

和
"$$

不同质量浓度配比对浙江雪胆组培苗繁殖系数的影响

'()*+ > ,--+./ 01 /2+ 3403(5(/601 .0+--6.6+1/ 0- !"#$%"&0 ()"*+0,-",$+$ 0- B#E8 (1@ 788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 &<&! &<&? &<# #<& !<&

B#E8

质量

浓度
9M:5

"

;

!$

N

& $<& " &<&& ( B<> " &<?B @ ><! " &<!? . ><! " &<!H . $<& " &<&& ( $<B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H<B " $<&? +

&<? $&<> " &<B? - A<! " !<>> +- $=<! " !<&> 5 B<> " $<>= @ $!<$ " $<H% %<& " &<?= +

$<& %<? " $<?H + $A<> " ><?H 2 $%<$ " !<A> 2 $&<! " $<HA - $&<! " $<AB -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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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比下组培苗繁殖系数分别

为
'3,4+

和
'",'+

" 与单一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最佳质量浓度下相比" 其差异也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通过试验观察"

-2 5 42 6

为
'

个继代周期是较为适宜的" 因为这个时期诱导的效果可以充分表现

出来" 而培养基的成分还没有完全变化到影响组织的生长" 并且可为转接提供较大量的材料# 浙江雪胆

对组织培养的培养基成分的要求并不严格" 基本培养基
./

"

12

"

)0

和
78.

均可作为组织培养的基

本培养基" 都可满足浙江雪胆生长的需要" 就快速繁殖而言"

./

和
12

培养基是比较适宜的培养基#

植物组织培养再生小植株一般有
9

条途径$ 一是外植体先形成愈合组织" 愈合组织分化出不定芽"

由不定芽再发育成小植株% 二是由外植体表面直接诱导产生小鳞茎或小芽" 再由小鳞茎或不定芽发育成

小植株% 三是由组织表层和内层一些特化了的胚性细胞经多次分裂发育成胚状体而形成小鳞茎" 小鳞茎

再形成小植株# 本实验采用第
'

种途径" 该方法较易进行" 但繁殖周期较长# 本实验发现除了以上
9

种

增殖方式外" 浙江雪胆的组培苗在初代培养&

-++3

年
-

月'中不经生根阶段就可形成微型块茎&

-++3

年
3

月'&图
'

'" 且该微型块茎可直接发育成新个体# 此法如能和茎尖培养结合起来" 将为浙江雪胆脱毒种

块茎的繁育建立很好的体系# 但是第
-

年&

-+'+

年'继代培养则未发现微型块茎的形成" 推测与取样时间和

部位相关" 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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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
!

物联网体系结构基础研究
"

工作会议召开

!&##

年
H

月
JZ%

日! (

GJI

) 计划项目 *物联网体系结构基础研究) 工作会议在浙江农林大学召

开+ 来自北京邮电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和浙江农林大学的众多

知名教授, 专家出席会议+

该项目第
H

课题组负责人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周国模教授主持会议+ 周国模指出! 由于森林生态系统

的时空异质性和尺度复杂性! 在森林中很难获取大范围, 长期, 持续, 同步的监测数据! 利用无线传感

网的技术优势进行森林生态环境和碳汇监测! 相比传统的林学研究方法具有很多优势! 是未来森林碳汇

监测的新的发展方向! 也是物联网技术的一个重要实际应用+ 这是该项目的重要亮点+

会议希望项目组成员精诚合作! 早出成果! 顺利完成项目研究目标+

会议期间! 与会专家和学者们还参观, 考察了浙江农林大学物联网实验场地, 天目山物联网科研基

地和西溪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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