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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植物尖叶石竹组织培养及再生体系的建立 

梁 艳 萍 ，孙 彦 ，杨 青 川 ，韩 建 国 ，戴 忠 宪。 

(1．中国农业大学草地研究所．北京 100094~2．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北京 100094~3．北京良乡绿景苗木种植中心，100042) 

摘 要：以尖叶石竹茎段为外植体，从不同分裂素及其它激素配合使用等方面，初步建立了 

尖叶石竹离体培养再生技术体 系。结果表明：愈伤诱导培养基为 MS+l_0rag／L 2，4一D+ 

0．5mg／L 6-BA，分化培养基为MS +0．2m~g／L 6一BA+4mg／LKT+0．02 mg／LIAA，生根培养基 

为1／2MS +l-0rag／L IBA+0．01mg／L NAA。为尖叶石竹的遗传转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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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叶石竹，学名 Dianthus spiculifolius，为石竹科、 

石竹属植物，原产西伯利亚高寒地区，多年生草本花卉， 

植株丛生，茎匍匐状，株高低矮，与其它石竹相比，株高 

自然控制在8~10cm以内，叶茎较其它石竹为细。叶长 

5cm、宽0．2cm，簇生，长线型，端部尖，整体外观感如早熟 

禾类草坪，一年内单墩生长直径可达 50cm左右，易于成 

坪，盛花期花朵可覆盖地面，花很美，粉色，具有很强的 

观赏性[1]。尖叶石竹适合生长在我国华北、东北、西北 

等寒冷高寒的地区。适合于大型绿地、公园、地下设施 

的地面绿化，以及道路两侧、公路两侧和庭院绿化，也适 

合河道护坡、起伏土丘和山坡的绿化。目前，尖叶石竹 

的组织培养，尚未见详细报导。尖叶石竹的繁殖方法主 

要是分株和分蘖，种子繁殖易引起变异，植株增高，影响 

草坪的观赏性。用组织培养方法繁殖尖叶石竹，可在短 

期内获得大量种苗，有利于进行工厂化育苗和进行快速 

繁殖，使尖叶石竹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以供应市场之 

急需，且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点。同时利用组织培 

养方法也可保证尖叶石竹的种质纯正，避免混杂及变 

异。通过对尖叶石竹进行组织培养也可进行尖叶石竹 

抗性优良品系的筛选，这可为尖叶石竹优良品种的选育 

开辟新的途径。如今，国内外关于石竹属植物的研究报 

道很多，但关于尖叶石竹的研究报道还极少[2。]。基于 

此，建立尖叶石竹植株再生体系势在必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尖叶石竹来自北京良乡绿景苗木种植中心。 

1．2 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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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采用固体培养基，琼脂浓度6g／L，蔗糖浓度 

3O L，pH值为 5．8，光照 16h／d，培养温度25℃。 

1．3 方法 

1．3．1 无菌苗的获得 取田间种植的尖叶石竹幼嫩枝 

条在清水中洗净，剪去叶片。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 

7O 的乙醇浸泡30s，再用 0．1 O,4Hga2浸泡(1、2,3、4、5)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数次，切成约lcm长带节的茎段 

接种到腋芽增殖{MS+(O．5、1．0、1．5)mg／L 6一BA+ 

(O．1、0．5)mg／L NAA}培养基上。4d后观察消毒效果，2 

周后根据腋芽萌发状况找出适宜的腋芽增殖培养基。 

每个处理 5瓶，每瓶 5个重复。 

1．3．2 外植体的来源 选取无菌苗幼嫩的叶片、茎段， 

接种到下述培养基上。 

1．3．3 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其分化 以MS为基本培养 

基，进行不同浓度、不同种类的激素处理(表)。 

1．3．4 根的诱导 生根培养基选用 1／2MS 培养基，添 

加不同浓度的 NAA和 IBA，共计 1O个处理，每处理 5 

瓶，每瓶5个重复。 

1．3．5 练苗和移栽 当幼苗的根长到一定程度，幼苗形 

体已显健壮时，将幼苗取出，在清水中洗净附着在根上 

的培养基(严格洗净，防止烂根)，将洗净的幼苗排好，用 

清水喷湿，在温度 15℃～25℃，湿度 6O ～8O 的条件 

下练苗12~24h。练苗后，将幼苗移栽入营养土 ：蛭石 

为 1：1的基质中，视幼苗长势移人大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菌苗的获得 

用0．1 的HgC12分别浸泡(1、2、3、4、5)min，3d以 

后经 lmin、2rain处理的茎段染菌，而经3、4、5min处理的 

茎段则没有发现污染，考虑到 HgCl2对外植体的副作 

用，试验最终采用 0．1 的 HgCI~浸泡 3min消毒尖叶石 

竹。将消毒好的茎段切成约 lcm长带茎节的小段，接人 

腋芽增殖培养基上。1周左右，茎节处叶原基萌发，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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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小苗长大，叶展开，茎节开始明显，30d苗高 5～ 

6cm，据观察记录，用 MS+1．0mg／L 6一BA+0．Img／L 

NAA培养基诱导的腋芽萌发出的小苗茎健壮，茎节明 

显，为生长状态较好的无菌苗。将无菌苗的茎切成带节 

的小段，接种于上述培养基，可继代获得大量无菌苗。 

2．2 外植体的选取 

叶的诱导一般较迟钝，且由于尖叶石竹叶细，切割 

后伤口小，形成愈伤缓慢，且诱导出的愈伤深绿，较紧 

实。而从茎节处切伤口诱导出的愈伤生长快，且质地疏 

松，状态好。因而选取从节处切的茎段为最佳外植体。 

2．3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植株再生的影响 

培养基配置表 

2．3．1 愈伤组织的诱导 根据颜色和质地的致密，愈伤 

组织大致可以分为黄褐色、疏松、透明和碧绿、致密两种 

类型[4]，根据观察记录，15d以后，用叶片和无节茎段作 

外植体诱导出的愈伤生长缓慢，颜色深绿、紧实，而从茎 

节处口形成的愈伤在 MS+1．0mg／L 2，4一D+0．5mg／L 

6一BA培养基上愈伤的诱导率达 1009／6，且生长快，致地 

疏松，颜色浅绿，这种愈伤有利于分化出芽。另外，观察 

发现，有些愈伤表面长有似根的毛状体，这种逆向分化 

会抑制分化苗的出现。 

2．3．2 愈伤组织再分化 由2，4一D诱导出的愈伤组织， 

难以白行分化出芽，需要转移到不含 2，4一D成分的培养 

基上进行芽的诱导[5]。根据表的诱导分化培养基配置 

表进行试验，结果表明 KT浓度为 4 mg／L时愈伤分化 

较好，配合其他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效果更好。另外， 

组织内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比值适宜时，才能诱导出 

形态及状况较佳的分化苗[6]。本试验得出从节处切口 

形成的愈伤在 MS +0．2mg／L 6一BA+4mg／L KT+ 

0．02mg／L 培养基上分化率达 42．59／6，平均每个外 

植体形成分化苗3．2个，是较为适宜的尖叶石竹离体再 

生培养体系。 

2．3．3 诱导分化苗的生根 待尖叶石竹分化苗高达 

2cm时，转接到不同激素浓度配比的生根培养基上，20d 

后，每种处理生根率都达 95 以上，说明尖叶石竹极易 

生根，其中1／2MS+1．Omg／L IBA+O．01mg／L NAA培 

养基生根效果相对要好。根量适中，根较粗壮。但问题 

是每种处理的气生根都较严重，使生根有效率降低。这 

与诱导出的愈伤上出现毛状体的现象相符，这种现象可 

能与尖叶石竹匍匐茎发达的生长特性有关。 

3 讨论 

3．1 不同细胞分裂素作用机理各异，因此有许多报道 

表明不同的细胞分裂素配合使用 比单独使用效果 

好[7，引。该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分化培养时添加了 

少量 A使分化率有所提高。 

3．2 在生根培养时，试验没有达到最佳效果，有研究报 

道，与尖叶石竹同属植物香石竹在激素浓度超过一定量 

时，生根率虽不很低，但大多数为气生根，使生根有效率 

降低[g]。这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3．3 在诱导形成的愈伤组织中，有的愈伤表面出现了 

毛状体，结合诱导生根时气生根较严重的现象，该毛状 

体为气生根毛，这还需今后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并且为 

提高愈伤分化率需力图避免该现象的发生。 

3．4 不同的外植体诱导愈伤的难易程度以及分化产生 

再生植株的能力不同。从理论上讲，植物细胞具有全能 

性，所以无论选用植株上哪一部位都能诱导成株．但是 

研究表明，相同植物的不同组织或者部位在器官发生能 

力上有相当大的区别，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以往的一些报 

道[10,11]。研究发现采用从茎节处切口诱导形成愈伤的 

方法效果较好，但是叶片在数量上，取材上的方便性是 

最优的，因此，今后探索以叶片为外植体建立其再生体 

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3．5 建立再生体系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诱导愈伤 

分化，二是直接通过器官发生。研究通过诱导愈伤分化 

建立了尖叶石竹的再生体系。通过器官发生途径可以 

缩短培养周期，因而，今后也可致力于该方向的研究。 

3．6 尖叶石竹为一种优良的盛花型草坪地被植物，利 

用植物遗传转化技术可更多的改良其坪用性状和其他 

生物性状，而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植物组织培养体系必 

须是再生效率高、易于重复、简单快速、适应性广，以及 

没有基因型的依赖。 

目前，国内外还未见有关于建立尖叶石竹再生体系 

的详细报道，该研究结果初步建立了一个实用的尖叶石 

竹离体培养再生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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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色索尔邦百台的组培快繁技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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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以索尔邦百合(Lilium Sorbonne)的鳞片叶为外植体的组培和植株离体再生技 

术，培养基采用MS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的激素组合。分别获得诱导的愈伤组织、芽及根，并迷 

选出最佳激素组合，以确立索尔邦百合组织培养再生系统。试验结果表明适合的诱导培养基是 

MS +BAO。5mg／L+NAA 0．2mg／L；继代培养基为 MS +2，4-D 1．0mg／L和 MS +BA 0。5mg／L 

+NAA0．2mg／L；生根培养基是 l／2MS+IBAO。2mg／L和1／zMS +NAA0。2mg／L。该方法最大 

增殖倍数达到 5．74。 

关键词：索尔邦百合；组织培养；快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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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 tenuifolium )是百合科(Liliace— 

ae)百合属(Lilium)植物的统称，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 

卉，索尔邦百合(Sorbonne)属于东方百合杂种系(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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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 Hybrids)，为百合中的名贵品种群，由于其花色 

艳丽、花形奇特、芳香宜人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近年 

国内外市场热销的花卉种类之一。东方百合是通过杂 

交育种选育出来的，种子高度败育，常采用传统的鳞茎 

球繁殖方法，繁殖速度缓慢，在短期内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目前国内主要通过进口种球进行生产，为了降低生 

产成本，实现种球的自主繁育，进行组织培养与快速繁 

殖已十分必要，并且在百合的优良品种快速繁殖、脱毒 

复壮、新品种培育以及应用生物技术进行分子育种中， 

组织培养都是比较合宜的方法，百合许多器官和组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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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System of TLS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Dianthus spiculifolius 

LIANGYarrping'。SUNYah ，YANGQ~ng-chuanz，HAN Jian-guo ，DM Zhong-xian~ 

(1．The Institute of Grassland Science of Chim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94；2．Institute of Anim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M Sciences，~jing 100094；3．Beijing Liangxianglvjkng Hanting Center of Seedling and Wood，Beijing 100042) 

Abstract：The regeneration system from stem of Dianthus spieulifolius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different eytokinins tom— 

bining with other phytohormone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onal medium for inducing callus was MS +1．0mg／L 

2，4一D+O．5rng／L 6一BA，the optional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was MS+O．2rng／L 6一BA+4mg／L KT+O．02 mg／L 

IA八 and 1／2MS +1．0mg／L IBA+0．01rng／L NAA for the rooting of adventitious buds．The result are suitable for 

screening gene--transformed Dianthus spieulifolius plants． 

Key words：Dianthus spiculifolius；Stem；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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