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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S、N6．BA和 KT在罗汉果组织培养中 

不同的生物效应 
许鸿源 周凤珏 何 冰 蓝桃菊 余乃明 陈 亮 沙 波 

(广西大学农学院 南宁 530005) 

摘要：为改进罗汉果组培技术，以脱毒植株带腋芽茎段作外植体，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 LFS、N6_BA和 KT进行单 

因子对比试验。结果：(1)LFS 0．2 mg／L可以促进外植体腋 芽迅速萌动生长，成苗率可达90％以上，愈伤组织发生少。 

在继代培养中，LFS 0．2 mg／L能直接诱导不定根的发生，无需添加任何生长素。(2)BA 0．2 mg／L和 KT 0．2 mg／L则使 

外植体长大量愈伤组织，腋芽萌发迟缓，成苗率不足 30％。BA 0．2 mg／L和KT 0．2 mg／L在继代培养中，都抑制不定根 

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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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Bio—effects of LFS，KT and N6一BA on the Tissue Cuhuer 

of Siraitia Grosvenori(Swingle)C．Jeffrey in Vitro 

Xu Hongyuan，Zhou Fengjue，He Bing，Lan Taoju，Yu Naiming，Chen Liang，Sha Bo 

(Agricultural coH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5) 

Abstract：The stem explants with one bud of Siraitia grosvenorii(Swingle)from the plant without virus were 
cultured on MS basal medium supplied with LFS or N6_BA or KT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1) 

0．2 mg／L LFS could induce the axillary bud of explan ts germinating quickly an d more than 90％ grew to be 

plantlet．At the same time，it retard significantly the form ation of callus．0．2 mg／L LFS could also induce the 

formation of adventitious roots．Without any auxin supplied．(2)In the case of 0．2 mg／L N6_BA or KT callus 

form ation had been accelerated，but the axillary bud germ inating was retarded，only less than 30％ grew to be 

plan tlet．N6-BA an d KT inhibited the form ation of adventitious roots in secondary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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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 [Siraitia grosvenori(Swingle)C．Jeffrey]，又叫汉果、拉汗果、长寿果、神仙果、罗晃子、假苦瓜、光果木 

鳖等，为葫芦科(Cucurbitaceae)罗汉果属(Siraitia Merr)多年生草质藤本，雌雄异株植物，是广西最重要的特产中 

药材之一，在医疗与保健方面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开发前景 ．̈2 J。因此，桂林市各县已把罗汉果种植作为 

支柱产业发展。由于组培苗可以在平地种植，打破了数百年来罗汉果只能在一定海拔山坡地种植的传统，而且可 

以当年开花结果，又能有效控制病毒的传播，适宜规模化栽培，所以发展迅速，近年来在罗汉果种苗供应中，已经 

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自林荣等 J 1980年发表罗汉果组培技术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至今的25年里，可检索到的有关罗汉果 

组培的论文仅有l0篇左右，罗汉果的组培技术远未成熟 J。据笔者2003～2005年对产区的多次实地调查和查 

阅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均表明，从20世纪末罗汉果组培苗商品化以来，生产单位迅速增多。但是，几乎年年都有 

较严重的不良事件发生，特别是花期滞后，小果低产，甚至数十、数百公顷连片不开花结果，还有抗逆能力下降和 

植株畸形。这些都给种植者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改进罗汉果的组培技术，提高其组培苗的质量，已经成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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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罗汉果产业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在目前罗汉果组培苗的生产中，BA(N6 BA，N6苄基腺嘌呤)几乎是唯一被各生产单位选用的细胞分裂 

素 】。无论是促进原始外植体腋芽的萌动成苗，还是对继代苗的增殖，BA都被当作主导激素 。然而，BA 

在罗汉果组培中的生物学效应，与其在其它植物材料的组培中有明显差别，即便是在较低的有效浓度下，也几乎 

不可避免地会诱导出大量愈伤组织。以致有人认为，没有大量愈伤组织的伴生，罗汉果组培苗就搞不成。笔者则 

怀疑，大量愈伤组织的发生，很可能就是影响罗汉果组培苗遗传稳定性 ，最终导致各种劣质变异和生产中不良事 

件发生的起因。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不同细胞分裂素的对比筛选，寻找BA的替代品。 

1 材 料 

以防虫网中栽培的，经过脱毒处理的青皮果开花株二级侧蔓的+3～+6位腋芽(约带 2 cm茎段)为原始外 

植体。 

BA，KT(N 一糠基腺嘌呤，激动素)购自南宁市医药站化剂公司，进口分装。LFS(Lin出SU，灵发素，N 一狭霉糖 

基腺嘌呤，研究代号PGR-08 )为实验室制备的重结晶品。 

2 方 法 

2．1 原始外植体腋芽的萌动 

将采得的腋芽用0．1％升汞表面消毒5 min，在净化工作台上用无菌水洗涤6次，然后分别接人下列各组培养 

基：(1)MS(ck)；(2)MS+BA 0．2 mg／L；(3)MS+KT 0．2 mg／L；(4)MS+LFS 0．2 mg／L。各组培养基均添加蔗糖 

3％，琼脂粉4．5 g／L，调pH至5．8，每组接种 20瓶，每瓶5—6个腋芽。培养温度：晷／夜29／(22±2)℃，光照 

1 500lx，11 h／d。 

3天后，去掉污染瓶，每组选择5瓶作为记录对象。逐日观察动态变化，连续35 d。2005年4～9月共重复4 

批。 

2．2 继代苗的增殖 

将上述由原始腋芽获得的无菌苗在净化工作台上切去两端，取+2～+4节，分切成单节茎段，同时切除叶 

片，保留部分叶柄，分别扦插于上述4组培养基做继代培养。每组20瓶，每瓶6苗。培养条件同上。 

2．3 计量与记录 

愈伤组织团块的大小，以茎段横切面以外愈伤组织的平均厚度(mil1)表示。初始阶段，只在个别皮孔露白， 

愈伤组织尚未连成一片，记录为：<l mill，随后以目测厚度记录。 

根系发达程度，以株平均根数和最长根的长度(cm)表示。 

苗高，只计算成苗株的平均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原始外植体腋芽和愈伤组织的生长 

BA、KT和LFS的直接对比试验表明，在其他各种培养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LFS 0．2 mg／L，7 d内即可诱导 

15％以上的腋芽萌动生长，最快的5 d便可萌动。15 d左右萌发率可达50％。这时，ck组及 BA、KT各组只有不 

足10％的萌发率。到20 d，LFS组萌发成苗率可达90％～100％，苗高平均已达3 cm以上，而其他各组，不仅萌发 

成苗率不足30％，即使成苗，高也不到2 cm(表1)。 

值得注意的是，培养3 d，BA与KT组的外植体就发生明显的愈伤组织。7～10 d，两组的腋芽几乎尚未萌动， 

愈伤组织却已大量增殖，并将茎段和腋芽深深包埋；ck组的愈伤组织虽然相对较少，但腋芽的萌动亦慢；而LFS 

组的愈伤组织最少，腋芽则生长迅速(图1)。 

在 BA与KT组，愈伤组织的快速生长，必然导致营养的大量消耗，这可能就是腋芽萌发受到抑制的重要原 

因。结果，大多数原始外植体只长愈伤组织，腋芽根本不能萌发，甚至枯死，所以成苗率很低。相反，LFS组的外 

植体在培养初期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愈伤组织发生，所以有足够的营养供应腋芽，使其迅速萌动生长成苗。 

LFS、BA和KT都是腺嘌呤类细胞分裂素，但是在本实验中，LFS优先促进细胞分化，使得腋芽快速萌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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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茎叶器官；而BA、KT则优先促进细胞脱分化，形成大量愈伤组织。这种生理效应的显著差异，其内在机带 

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LFS能有效控制愈伤组织的大量形成，这对罗汉果组培苗遗传性状的稳定，当 

有益无害的。同时也缩短了成苗时间，并提高成苗效率。 

表1 不同CTK对罗汉果外植体腋芽萌发及愈伤组织生长的影响 

培养时间 

(d) 

ck组 BA组 KT组 LFS组 

萌发率 苗高 愈伤组织 萌发率 苗高 愈伤组织 萌发率 苗高 愈伤组织 萌发率 苗高 愈伤组织 
(％) (em) (dpmm) (％) (cm) (dpmm) (％) (cm) (中mm) (％) (cm) (dPmm) 

<1 

一O．5 —2 

一O．5 —2 

O．7 —3 

—1．0 —4 

—1．0 —5 

—0．3 

一O．6 

≈ 1．1 

≈15 

≈ 1．7 

一 O．3 

一 O．8 

≈1．3 

≈ 1．7 

—1．9 

—0．2 <1 

—0．8 <1 

—17 <1 

—2．6 —1 

—3．2 —2 

—3．6 —2 

—4．5 —3 

3．2 继代苗的生长 

3．2．1 LFS、BA和 KT对继代苗不定根发生 

的影响 

由表2可见，LFS组在5 d内即有少数材料 

于下端切口边缘直接发生不定根。10 d发根率 

可达80％，15 d几乎达 100％。20 d平均每株 

有根3．5条，平均根长4．3 em，最长根达到6．0 

em。然而 BA和KT组，在切口边缘始终没有 

直接发生不定根。l5天后，极个别材料能从愈 

伤组织上冒出一点不定根，但是继续生长困难。 

连续4批试验，都取得了一致结果。从而证明， 

LFS对罗汉果茎段不定根的发生与生长确有极 

显著的促进作用(图2)，这与其对蒲公英 和 

三七 不定根的促进效应是一致的。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细胞分裂素(CTK)， 

特别是常见的 BA、KT、ZT(玉米素)对植物不定 

根的发生与生长均有抑制作用 lo,11]。然而， 

LFS作为它们同类结构的细胞分裂素，却能显 

著促进不定根的发生与生长。如能深究这一现 

象的内因，对于从理论上探索植物不定根发生 

的机理将不无益处。 

3．2．2 LFS、BA和KT对继代苗愈伤 

组织和植株茎叶生长的影响 

在继代培养的初期，各组之间并无明显不 

同，5—7 d之后，各组之间不定根的发生和愈伤 

组的生长逐步呈现极显著的差异。LFS组在培 

养20 d后，均长出完整的根系，却很少有愈伤 

图 1 LFS、N6_BA和 KT对罗汉果原始外植体腋芽 

启动效果的差别(培养10 d) 

表 2 LFS、BA和 KT对罗汉果继代苗不定根发生与生长的影响 

注：表中数字为：株平均根数／最长根长度(em)。 

图2 LFS、BA和 KT对罗汉果继代苗不定根和愈伤组织的影响 

(培养25 d) 

组织；而BA和KT组的情况却恰好相反(表2，图2)。 

由于LFS组的愈伤组织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植株茎叶的生长也更匀称，健壮。而BA组幼叶展开明显滞J； 

叶色亦呈淡绿。KT组植株茎叶较正常。 (下转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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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A和 Mn 互作效应对棉花种子发芽耐盐性的影晌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GA和Mn 混合液浸种对苗高、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均有显著影响。A B 与 

A：B，间对苗高、发芽率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对发芽指数、活力指数的影响达显著水平，总体而言，A：B，效果最佳， 

其次为A：B：，A B，，A B：。A，B：和A，B 组合对发芽指数的影响效果差于对照；A B 和A，B 组合对活力指数的影 

响效果差于对照，其余均优于对照。 

3 结论与讨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GA和Mnn混合液浸种能够明显改善棉花种子发芽的耐盐性，对苗高的影响尤为明显，其 

中以A B，组合整体效果为最佳，其次为A B 、A B，和 A B，。这可能是 GA和Mn2 对发芽过程中某些生理效应 

的调节使棉花种子发芽的耐盐性提高。如 Mn̈ 提高叶绿素的稳定性，Mn 是许多酶的组成或酶系统的活化剂， 

还可以促进种子的呼吸作用，Mnn还能改善物质运输的能量供应关系及碳水化合物等多种有机物的合成和运 

输 等；而 GA可以使水分胁迫下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如抗氧化酶 SOD和 CAT活性提高等，从而使棉花种子生活 

力提高、发芽得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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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 结 

4．1 IavS、BA和KT虽然同属腺嘌呤类细胞分裂素，但其取代基团的性质与位置不同，对罗汉果试管苗形态建成 

的影响也迥然不同，这符合功能取决于结构的普遍规律，所以应用于试管苗的批量生产时应慎重选择。 

4．2 在罗汉果组培中，IavS能同时在外植体腋芽萌发和继代苗增殖两个重要环节显著地减少愈伤组织的发生与 

生长，这对组培苗的遗传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4．3 在罗汉果组培中，IavS能显著促进不定根的发生与生长，无需添加任何生长素即可建成全苗，有利缩短生产 

周期，简化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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