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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穗状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 L.)。
2 材料类别 当年生茎尖或茎段。

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加入0.05%内生菌型抑

菌剂 “ 山农一号 ” 的 MS 培养基。(1)初代培养基:
MS+6-BA 0.5 mg·L-1 (单位下同); (2)增殖培养基:
MS+6-BA 2.0+ZT 0.5+NAA 2.0; (3)生根培养基:
1/2MS+NAA 0.1+IBA 0.05。以上培养基均附加 30
g·L-1 蔗糖和 5.5 g·L-1 卡拉胶, pH 6.0。培养条件为

光强约 40 μmol·m-2·s-1, 光照时间为 10~12 h·d-1, 培
养温度为(20±2) ℃。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获得  从穗状狐尾藻母株上剪取幼嫩

茎段, 用家用洗洁精水浸泡10~15 min, 用小毛刷仔

细刷洗材料表面附着的灰尘泥土等, 然后在自来水

下冲洗30~60 min, 用蒸馏水清洗外植体后放入70%
酒精中浸蘸 10 s, 立即取出放入加有1~2滴吐温80
的 0.1% HgCl2 溶液中先灭菌 4 min, 用无菌水清洗

3~5次, 再放入 0.1% HgCl2 溶液中灭菌 3 min, 最后

用无菌水清洗4~5次, 用滤纸吸干水后切成1~2 cm
长的小段, 平放接种到培养基(1)上。

4.2  芽诱导与增殖  接种到培养基(1)上的茎段 5 d
后有少量腋芽及不定芽萌发(图1), 萌发后生长速度

较快, 15 d 左右布满整个培养瓶, 且没入培养基中

的茎段不断长出愈伤组织与芽的混合体, 逐渐形成

幼苗。10 d 左右取出幼苗, 剪除茎尖使每段带 2~3
节, 平放入培养基(2)中, 经过 2~3 周培养可形成大

量丛芽(图 2)。每 2 周继代一次, 月增殖系数高达

36.83。
4.3  生根与移栽  穗状狐尾藻试管苗生根比较容易,
在不加任何激素的 1/2MS 培养基上即可诱导其生

根, 但 10 d 后才陆续生根; 一定量浓度的 NAA 与

IBA 组合对其生根好, 小苗放入此培养基后, 生根

率达 100%, 生根整齐, 根粗壮(图 3)。穗状狐尾藻

容易移栽, 直接移栽到有底泥的小方盆中, 注入清

水浸没组培苗并注意遮荫(图4), 在自然条件下, 成
活率高达 100%。

图 1  穗状狐尾藻初代培养

图 2  穗状狐尾藻增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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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义与进展  穗状狐尾藻又称泥茜, 小二仙草科

(Haloragaceae)狐尾藻属多年生沉水草本, 为世界广

布种。我国南北各地池塘、河沟、沼泽中常有

生长(中科院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2000)。全草含色

素、蛋白质、脂肪油、狐尾藻素等, 可入药,  清
凉, 解毒, 止痢, 治慢性下痢, 还可作为养猪、鱼、

图 3  穗状狐尾藻生根培养

图 4  穗状狐尾藻移栽 15 d 后的组培苗 图 5  穗状狐尾藻引种苗

鸭的饲料, 该草还是金鱼的理想产卵巢。穗状狐

尾藻容易栽培, 穗状花序也极为漂亮(图5), 正逐渐

成为水族箱新宠。它在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以及生物多样性中起关键作用, 在污染水体治

理中具有较好的去污特性及突出的繁殖能力而被

大量应用(左进城 2006) ,  同属植物轮叶狐尾藻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L.)的组培快繁已见发

表(顾福根等2006), 但穗状狐尾藻组培快繁尚未见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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