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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的愈伤组织培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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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以珙桐芽作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形成的过程。探索了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培养基配方对诱导珙桐 

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培养基 1／2MS+BA(1．5tr· )+NAA(1m )组合较好，用该组合培养珙桐芽外植体易形成较 

多的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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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Dayidia invol~crata BaiU．)是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l1，为珙桐科珙桐属落叶乔木。起源古老，是第三纪古热 

带植物区系的残遗种 ，有“活化石”之称。珙桐是我国特有 

的单种科珍稀植物，在生态学和植物资源学J：都有重要价 

值闭。开花时节，珙桐头状花序基部的两枚白色大苞片，如 

白鸽展翅，故又称为中同鸽子树(Dovetree)，观赏价值极 

高。由于珙桐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现仅存予我国西南少 

数几个省的局部地区。其分布区冬冷夏凉，常年多雾多雨， 

空气湿度大的山地环境，大多只占据沟谷两侧山坡中、下 

部的小生境l31。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适合珙桐的生存环 

境不断减少，珙桐面临灭绝的危险191。珙桐结实年龄大，种 

子败育现象严重，有“千花一果”的特性炳。种子繁殖，扦插 

压条或嫁接都不易成功，使珙桐难于批量育苗造林f7】，这是 

珙桐仍处于濒危状态的另一个原因。 

试验探讨了以珙桐芽作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发育 

的过程，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来加速珙桐 

愈伤组织的形成，以期筛选出一种较适宜诱导珙桐愈伤组 

织的培养基，为加速珙桐的繁殖扩增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的珙桐芽于2005年9月采自四川峨眉山， 

地理位置为29。34 025”一29。34 212 N，103。17 905"~103~17 

704"E,，海拔在 1568—1624m范围内。 

1 2 试验方法 

I．2．1 培养基 

本试验设置两个因素，植物生长调节剂2水平，为I— 

AA(萘乙酸)lmg／L、NAA(H引哚乙酸)ling／L；基本培养基 3 

水平，为 MS、1／2MS、I／4MS，配比成六个组合，每个组合都 

加入6一BA(苄基腺嘌呤)1．5me~(参照夏晗等试验结果嘲)。 

pH值 5．8—6．0，以 100ml的锥形瓶为培养容器 ，121℃一 

l23qC高压灭菌 20rain。 

1．2．2 取材、消毒、接种 

由于珙桐在生长期间是暴露在野外的，为了减少污 

染 ，进行表面消毒前采取了以下措施。(1)从植株上取无伤 

口无病虫的材料。(2)在晴天中午取材料。(3)在室内进行 

预培养。取珙桐嫩梢，剪去叶片，在自来水下用刷子清洗干 

净，剪成 2-3elll带 1—2个侧芽的茎段 ，流水冲洗 4—6h。切 

成适当大小置超净工作台上进行消毒。用 70％的酒精表面 

消毒30s，无菌水冲洗2次，再用 0．1％的升汞消毒8min，无 

菌水冲洗5次，逐渐剥去外面的包片，待剥去3—5层包衣 

露出有绒毛的小芽时，即可接入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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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培养条件 

每个组合各接种 1O瓶 ，每瓶接种 3个芽体。即每种组 

合共接种 30个芽体，接种后置于光照培养箱内培养 ，培养 

温度 22℃，光照 13h。接种后观察 ，如发现有污染 ，详细记 

录并及时转接或清除． 25d后开始形成愈伤组织 ，J埘降f{ 

；2。 

一 一 
图 l 图 2 

2 结果及分析 

2。1 珙桐愈伤组织培养基的筛选 

由表 l可知，4号组合(L'2MS+6一BA+NAA)效果最好， 

诱导愈伤组织的百分率高达80．5％，处理效果显著的优于 

其他处理组合。符合多数木本植物在诱导阶段采用较低无 

机盐浓度的结论。与夏啥等试验结果相一致闻。同时我们从 

表 1可看出，在本试验所设的两个因素中．植物生长凋节 

剂对湃导珙桐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要大于基本培养基对 

其的影响。这与夏晗等试验结果不大一致I81，夏晗等认为基 

_水培养基对珙桐初代培养的芽的诱导率影响极大。这可能 

是选用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所引起的。 

2．2 珙桐组织培养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筛选 

在各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中，选择 了常用的两种进行对 

比实验。生长索主要用于诱导细胞的愈伤组织的产生 ，健 

避细胞的脱分化。试验中采用的生长索是 NAA和 IAA。在 

培养基中加入细胞分裂素 6-BA的目的是为促进细胞分裂 

和扩大，加速愈伤组织的形成。从表 1中可看出，珙桐芽接 

种后，在相同的培养基的情况下，使用 NAA处理的 2，4，6 

号组合中诱导形成愈伤组织的百分率明显的高于使用I— 

AA处理 的 1，3，5号组 合 ，并分 另Ⅱ高 22，7％、59．4％和 

I8、5％。因此，表明在诱导珙桐愈伤组织形成时，植物生 ’ 

调节剂 NAA的效果优于IAA的。 

2．3 愈伤组织的形成 

珙桐芽接种后，芽中原来未发育成熟的叶片吸收营 

养，15d左右便可观察到叶片展开。珙桐芽接种约25d后， 

随着叶片的展开 ，芽切口(或叶片)与培养基接触的部位普 

遍形成愈伤组织 ，其主要是切口处分裂能力强的细胞脱分 

化而来 ，有的来源于发育中的叶柄。表 1分别记录。-r 6个 

不同配比组合中，愈伤组织的颜色、形态。从表 1可见，颜 

色浅的愈伤组织质地较松软、突起较明显，特别是褐乜愈 

伤组织的质地最为松软，这与大多数组织培养的斌验锚粜 

吻合 I。3、4、5号培养结果表明，低浓度无机盐培养基涝导 

的愈伤组织致密，较硬 生长旺盛的愈伤组织一般呈淡黄 

色、白色也有浅绿色或绿色，而老t匕的愈伤组织多转变力 

黄越至褐色” 。4 培养肇中的愈伤组织出现了多种颜 

色、状态，说 愈伤组织出现较早，愈纨组织生长时闻士乏。 

进一步证实了4弓0 养基较适宜珙 愈伤鳃织的诱导。 

表 l 珙桐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及形态特征 

愈伤 

缨合 基本上矗养基 组织 愈伤组织形怠特征 

诱 导率 

l MS+BA+lAA 18、6％ 

2 MS+BA+NAA 41．3％ 

3 】，2MS+BA+iAA 21。1％ 

4 1／2MS+BA+ AA 80 5％ 

5 1／4MS+BA+IAA l l。8％ 

6 1／4MS+BA+NAA 303％ 

淡黄到谒也，松软，突起不明显 

淡黄色，松较，表蹰突起不明显 

淡黄色，致密，表面无突起 

黄色，致密 农面突起不明显 

淡黄到褐色．致密。突起不明髭 

淡黄到褐色，致密，突起不明慰 

黑色，致密。袭嘧突起不明显 

淡黄，松软，表面瘤状突起明显 

淡黄色，致密，表面无突起 

淡黄色，松软，表面瘤状突起明显或 

较明娃 

淡黄色．松软，表面突起不明鼹 

2+4 珙桐组织培养中的褐变及防治措施 

珙桐芽在培养过程中体内的多酚氧化酶被激括。细胞 

内的酚类物质被氧化成醌类物质，致使芽体表面或芽涔与 

培养基接触部分变褐。同时还会抑制其他酶的活性，最后 

导致芽体死亡。试验中主要采用连续转接来减轻醌类物贾 

对培养物的毒害作用。试验证明。转接五天盾，褐变程度明 

显降低。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愈伤组织堵养是植物种质保存及快速繁殖的重 

要方法。是保护濒临灭绝的珙桐的一种理想手段。奉试验 

筛选出适合进行珙桐愈伤组织诱导培养的培养基—— 

2MS+6一BA(1．5mg／~)+NAA(1m )，该培养基愈伤组织迓 

翠较高，处理效果显著的优于其他处理组合。加入同浓度 

(1mg／1)NAA的培养基中其愈伤组织的形成优予加入 A 

的。但对弓：不同浓度 NAA、IAA培养基诱导珙桐愈伤级 

的效果还须进 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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