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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岩桐叶片离体再生培养研究 
张艳萍，陈玉梁，张正英，厚毅清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以大岩桐叶片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的结果表明，叶片在适宜条件下可直接分化出幼苗，实验筛选出 
适宜的分化培养基为 MS+KT 1．0 mg／L+NAA 0．1 mg／I ，生根培养基为 MS+IAA 0．5 mg／I ，移栽苗成活率达 

75％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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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Leaves Repr0ducti0n of Sinningia Specios in vitro 

ZHANG Yan—ping，CHEN Yu—liang，ZHANG Zheng—ying，HOU Yi—qin 

(Center of Biotechnology，Gan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tube propagation of Sinningia ecio$was studied by using the leaves as the explants．The results indi— 

cated that the leaves could directly induce plantlet．The most appropriate media in culture stages ate：MS+KT 1．0 mg／I + 

NAA 0．1 mg／I for replanting~MS+IAA 0．5 mg／L for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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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岩桐(Sinningia speciasa)为苦苣苔属植物， 

春末至秋初开花，原产于南美的巴西等国。大岩桐叶 

茂翠绿，花朵姹紫嫣红，是著名的温室盆栽花卉。目 

前生产上大岩桐采用播种、扦插、分割块茎等方法繁 

殖，但不少园艺杂交品种结实率较低或种子后代会 

发生变异 ，为保持原有品种的优良性状，对大岩桐 

进行了组织培养研究，以期通过试管繁殖克服以上 

问题和获得其幼苗。近年来，对大岩桐的组培快繁已 

收稿 日期：2006—06—23 

基金项 目：甘肃省 自然基金资助项目(ZS011-A25—039一N) 

作者简介：张艳萍(1978一)，女，甘肃武威人，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生物育种工作。联 系电话：(0931)7612683。 

著，药后 9 d 3种硅源制剂之间的防效差异显著。 

．
试验结果表明，3种硅源制剂对葡萄白粉病均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以硅酸钠防效最好。因此，在生 

产上硅酸钠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3 讨论 

Bowen等研究表明[7]，叶面喷施硅源制剂可减 

轻葡萄白粉病发生程度。我们的试验结果也表明 3 

种硅源制剂对葡萄白粉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与 

Bowen等的报道一致。 

李华等报道[1。。，用离体叶片接种法是一种快 

速、简便鉴定材料的有效方法，我们的试验结果中离 

体叶圆片法与盆栽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不同的 

处理方法或不同硅形态对白粉菌的作用机理是否有 

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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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文献报道D州]，而利用叶片的报道较少。本实 

验利用大岩桐的叶片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再生研究， 

可为大岩桐工厂化育苗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处理 

供试材料为王后大岩桐(S．regina)，由甘肃省 

农业科学院花卉中心提供。实验于 2O02—2003年在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中心组培实验室进行。 

以大岩桐的叶片作为外植体，在无菌条件下先用自 

来水冲洗叶片表面 12 h，然后用 75 酒精棉球擦拭 

表面，再用 0．1％的升汞溶液消毒 5 min，最后用无 

菌水冲洗4～5次。把经消毒灭菌的外植体切成 0．5 

cm×1．0 cm的小块，以每培养皿(直径 9 cm)10个 

外植体的密度接种于分化培养基上，每处理重复 3 

次，于 25(±2)℃，暗处培养 2 d后，放于 200 t~mol／ 

(m ·s)光强下进行光培养，光周期 16 h／8 h。 

1．2 实验方法 

1．2．1 分化培养基的选择实验 实验以 MS无机 

盐、B5维生素、蔗糖 30．0 g／L和琼脂 7．0 g／L为基 

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的激素配比，pH 5．8，在 121℃ 

下高压灭菌 15 min，分化培养基具体如下。A：MS+ 

BA 2．0 mg／L+NAA 0．5 mg／L；B：MS+BA 2．0 

mg／L+IAA 0．5 mg／L；C：MS+BA 1．0 mg／L+ 

NAA 0．5 mg／L；D：MS+KT 1．0 mg／L+IAA 0．5 

mg／L；E：MS+BA 1．0 mg／L+NAA 0．1 mg／L；F： 

MS+KT 1．0 mg／L+NAA 0．1 mg／L。 

1．2．2 生根培养基的选择 将切下的长约 1～2 

cm的丛生芽，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中，生根培养基具 

体如下。a：MS+NAA 0．5 mg／L；b：MS+IAA 0．5 

mg／L。 

1．2．3 组培苗移栽 待芽苗的根系生长发达，茎叶 

健壮，即可将培养瓶塞打开，在室温、自然光下炼苗 

6～7 d，随后取出小苗，洗去根部培养基，移栽于等 

量混合的蛭石、土中进行培养，适当遮荫，注意通风 

保湿，温度保持在 25℃左右。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分化培养基对大岩桐叶片不定芽的诱导 

结果 

6种激素组合的分化培养基诱导叶片分化和长 

势的结果(表 1)表明，以培养基 F：MS+KT 1．0 

mg／L+NAA 0．1 mg／L分化率最高为 4O 。培养 

基 E虽能使外植体分化出芽苗，但是分化率很低， 

仅 7 。培养基A、B、C、D均使外植体有不同程度的 

褐化。 

2．2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大岩桐再生芽苗生根的影 
响 

实验结果(表 2)表明，生根培养基 b中的芽苗 

可生长出根2～5条 ，再培养一段时间即可炼苗移 

表 1 不同分化培养基对大岩桐叶片不定芽的诱导结果 

培养基 外 数 再生 体数 芽 率 

A 3O 褐化 0 

B 3O 褐化 0 

C 3O 褐化 0 

D 3O 褐化 0 

E 3O 2 7 

F 3O 12 4O 

表 2 激素对大岩桐再生芽苗生根的影响 

出 间 每棵 根数 根的状态 

基 (d) (条 ) ⋯ ⋯ ⋯ 

a 10 2O 无主根 ，气生根居多 

b 8 2～5 根细而长，移栽成活率较高 

栽。生根培养基 a中的芽苗多在培养基表面形成许 

多气生根，而无主根形成，不利于芽苗存活。 

2．3 组培苗移栽成活率 

移栽的组培苗 15 d后，成活率达 83．3 。移入 

温室栽培．大约 60"-"90 d后可以开花，最终成活率 

达 75．0 oA。 

3 小结与讨论 

3．1 在实验设计的培养基配方中，初步确定适于大 

岩桐叶片分化的培养基为 MS+KT 1．0 mg／L+ 

NAA 0．1 mg／L，适于其生根的培养基为MS+IAA 

0．5 mg／L。本实验中外植体叶片是以直接方式不经 

过愈伤组织阶段长出不定芽形成植株的。 

3．2 在组培过程中发现大岩桐有休眠现象，相同培 

养基和培养条件的大岩桐不分化，但休眠期过后，开 

始迅速分化增殖，这一现象也曾有文献报道[7]。 

3．3 本实验中大岩桐叶片的分化率较低，提高其分 

化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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