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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祖花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的研究 

葛方兰 ，苟帮超2，i_r-~q-?- ，叶德萍 ，李维 
(1．四川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成都 610066；2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l~Jll成都610031) 

摘要 [目的]为安祖花幼苗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依据。[方法]以叶片、叶柄以及组培苗气生根为外植体 ，进行安祖花愈伤组织的诱导，探 

索安祖花再生植株规模化生产的最佳途径。[结果]叶片、叶柄以及组培苗气生根均能成功地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其 中叶片诱导率最高 

(92％)，组培苗气生根诱导率可达82％。诱导愈伤组织分化产生不定芽的最佳培养基为1／2MS+6-BA 1，0mg／L+KT 0．1 mg／L。培养基 

1／2MS+IBA0．5mg／L和MS +IBA0．5 n1g／L均可诱导不定芽产生根，无明显差异。将珍珠沙和花泥按 1：1( ： )混合后作为组培苗移栽 

的培养基质，经30 d培养，幼苗成活率达 9l％。[结论]以气生根为外植体，规模化再生植株只需55～60 d，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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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l 1rhe research aimed to provide basis for hrge-seale production of 4n ll Ⅲ n，l n∞n“m Lind．seedlings．【Meth0dl with leaf 
blade，petiole and aerial root in tissue culture dling as explants，the callus induction of A．∞ ，Ⅲ，n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optina~ approach for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the regenerated plants in A．andraeanum were discussed．【Resuh l leaf blade，petiole and aerial root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eauld all successfully induee the production of callus，among whieh the stimulate rate ofleaf blade was hiO~t(92％)and that ofthe aerial root 
oftissue culture．seedling could reach 82％ ． e optimum n~xtium for inducing the adventitious bud di雎 rentiation from callus was 1／2 MS+6-BA 1．O 

,w-／L+KT0．1 n~-／L．Both n1e(ii山Il 1／2~Is+IBA O．5,w-／L and mediun'l~Is+IBA O．5 m#L could induetion root production fi'om the adventitious 

budswithout obvious differences．Whenthemixture ofperliteandflowerfoam(bythe vohm~ratio ofl：1)was takenas the culture sttbstrateforthetrans． 

plantation of tissue culture：％-：．：~dlings，the survival rate of A．n，la ∞n“m seedlings reached 91％．1 Conelusidn l Wit}l the aerial roots as explants，the 

plant regeneration in a large seale only needed 55～60 d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was also greatly decreased． 

Key words Anthur／urn n， Ⅲ Lind．：elllus；Bud difierentiation：Plant regeneration 

安祖花(Anthuritmz O,Fld~o,eo,ll,llll2 Lind．)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近年来逐渐成为世界新兴的高档盆栽和切花花卉，深受国内 

外消费者喜爱0j。自1974年以来，国内外就有研究者对组织 

培养安祖花进行了大量研究_2～ ，但由于其品种多，易退化， 

更新快，国内实现规模化生产安祖花育苗的成功报道还较 

少l I7 J。因此，有必要探讨利用不 品种及其外植体进行组 

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的研究。笔者对一种安祖花切花品种的 

组织培养 、植株再生进行了研究，旨在为规模化生产安祖花 

幼苗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开展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安祖花品 

质奠定实验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购自四川I省广汉英豪花卉基地，为荷 

兰引进的优 良安祖花切花品种：幼嫩叶片 、叶柄和花穗来 自 

温室条件下培养的安祖花植株，气生根从该研究中获得。 

1．2 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取新鲜采集的外植体，用自来水冲洗 

30min，然后依次用0．01％高锰酸钾溶液处理5 min、80％乙醇 

处理 30 s、0．1％升汞处理 5 min，处理过程中不断摇动。消毒 

后用无菌去离子水清洗3次，用无菌吸水纸吸干水分，叶片、 

花穗剪成 1．5～2．0 cnl小块，叶柄、气生根剪成 2．0 Cnl长，接 

种到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 

1．2．2 愈伤组织的诱导。将消毒的外植体接种于以下4 

种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①1／2MS+2． D 1．0mg／L+6-BA 

4．0 me／L； 1／2MS+2．4．D 1．0 mg／L+KT 0．1 rag／L；⑧MS+ 

KT 2．0 rag／L；④1／2MS+6．BA 1．0 mg／L，pH值均为5．8，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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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6．0 L。每瓶接种 3～6个外植体，培养温度 26℃， 

光照强度 l 500～2 000 lx，光照周期 12 h／d。 

1．2．3 芽的诱导。用手术剪刀剪取愈伤组织，接种至3种培 

养基中，诱导产生不定芽。所用培养基分别为：① 1／2MS+6- 

BA 1．0mg／L+KT0．1 mg／L；②1／2MS+NAAO．2mg／L+6-BA 

2．0rag／L；③1／2MS+NAA0．2mg／L+6-BA 1．0mg／L。培养条 

件同“1．2．2”。 

1．2．4 根的诱导。当分化的芽苗高度大于 1．0 cnl时，将生 

长健壮的芽苗切成单苗接种于生根培养基培养。生根培养 

基包括 ：① 1／2MS+0．5 mg／L IBA；②MS+0．5 mg／L IBA。 

1．2．5 壮苗培养基。1／2MS。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根据安祖花愈伤组织诱导的研究报 

道 0—6，设计4种不同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接种幼嫩叶 

片、叶柄和花穗等外植体。培养 15 d左右，可见叶片、叶柄明 

显变绿，叶片呈卷曲状。经过40 d左右的脱分化培养，花穗 

小块逐渐褐化 ，未能长出愈伤组织，而叶片小块和叶柄小块 

边缘35 d左右长出浅黄色的愈伤组织，60 d后统计愈伤组 

织。诱导率见表 l。 

在4种不同培养基中，花穗不能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幼 

嫩叶片和叶柄均产生愈伤组织，前者诱导率明显高于后者； 

①号配方诱导率最高，外植体粗大，叶脉处或 v型切口底部 

容易产生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先呈浅黄色(图 la、b)，然后逐 

渐转绿，花穗小块不适合诱导愈伤组织。②～④号配方诱导 

产生的愈伤组织逐渐褐化，无法进行转瓶和根的诱导。 

由于在根的诱导过程中，发现气生根很容易诱导，气生 

根数目较多，而且气生根的摘取，对植株影响最小，因此该研 

究还利用气生根作为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和进行植株 

再生，结果表明，愈伤组织诱导的①号培养基最为有效，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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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81％(表 1)。 

表1 不同诱导培养基处理对叶片、叶柄和气生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lhble 1 The effect ofdiffenmt ina ction media OI1 callus from leaf。petiole and aerial root 

2．2 芽的诱导 将诱导产生的愈伤组织转入新的培养基中 

继续培养，待愈伤组织长到O．7 cm2左右，转入诱导产生不定 

芽的培养基中进行芽的诱导。设计的3种培养基配方均能 

进行评估，芽在块状 的愈伤组织 四周发射状丛生(见图 1c、 

d)，数量多，长短、粗细不一，其中①号配方中诱导产生的芽 

数量适中，芽长而粗壮(表2)。将芽剪下，根据每个培养瓶3 

诱导芽的产生(表 2)。根据芽数量、芽长度和芽粗 3项特征 ～4根芽苗的标准进行根的诱导。 

表 2 不同诱导培养基处理对不定芽形成的影响 

'~l1]ble 2 The eff ect of differ~ media OI1 bud induc~Oll 

注：A、B、C分别表示综合评价的好、中、差指标。 
Note：A，B，C indicate the index of g0od，OOlTlnTlon and weak，respectively． 

2．3 根的诱导和壮苗 利用两种不同培养基进行根的诱 按每瓶 1～2株幼苗的标准转入壮苗培养基中壮苗，当叶片 

导，结果发现数天内即可见根的生长(图 1e)，两种配方没有 生长达到 1．0～2．0 cm2后进行炼苗。 

明显的差异。每根芽可诱导产生根7条左右，多为气生根。 

d 

b 

注：a为叶片诱导产生愈伤组织；b为愈伤组织；c为愈伤组织的分化；d为不定芽；e为试管苗；f为移栽的再生苗。 

Note：aindicates callusinducedfrom l~ves；bindicates call~；Cindicates callusdifferentiation；dindicates adventitious buds；eindicates plantlets；findicates 

transplanted regenerated seedlings． 

图1 安祖花快速繁殖过程 

№ ．1 Rapid plqⅪ孚Iti0n of Anthurhn~n andmeanum 

(下转第 2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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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元素相同，而有机成分的差别较大，特别是 VB。含量， 

中VBl含量是 MS中的 100倍，且有研究认为，vB 在组织 

培养 中有助于诱导胚性愈伤组织 的形成l】 ，这可能是导致 

两者形成愈伤组织差异的直接原因。 

不同激素配比对小麦成熟胚愈伤组织分化率影响很大， 

就试验采用的4种配比来看，k培养基添加0．1 mg／L 2，4一D 

和 1．5 mg／L 6-BA可作为理想的小麦成熟胚愈伤组织分化培 

养基。在IAA与KT配比试验中，从前人研究_l 一中得知 IAA 

浓度在0．1 mg／L时愈伤组织分化率较高，超过0．1 mg／L时， 

随IAA浓度增加分化率降低，故试验中IAA都采用 0．1 mg／L 

的浓度。在 2，4一D与 6-BA的配比试验中，已知在一定浓度范 

围内(1～8mg／L)，2，4一D浓度增加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但不利于愈伤组织的分化，故其浓度不宜过高，一般认为 4 

me／L 2．4一D对成熟胚愈伤组织的诱导较有利_8J，分化时 

2，4一D浓度应适当降低，一般采用 0．1 mg／L。高浓度 2，4一D 

对愈伤组织的分化不利，而细胞分裂素能拮抗高浓度 2，4一D 

对愈伤组织分化的抑制作用，2，4一D在较低的浓度条件下，细 

胞分裂素却不表现拮抗作用_l 。因此可以推测，2，4一D可开 

启有关细胞分裂的基因，使细胞分裂增殖，但同时抑制了有 

关分化基因的表达。而细胞分裂素使细胞分裂的同时，主要 

是促进有关分化基因的表达 ，使细胞朝着分化为器官的方向 

发展，只有高浓度2，4一D才表现出对分化的抑制。其原因可 

能是2，4一D浓度高，消耗慢，长时间作用于愈伤组织，导致分 

化率降低，所以细胞分裂素也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现出对 

2，4．D的拮抗作用。前人研究认为_】 ，6一BA浓度在 2 mg／L 

时愈伤组织分化率较高，低于或高于2 mg／L，分化率都会下 

降，但该试验采用了1mg／L~ 1．5mg／L两个梯度，从结果看， 

6-BA浓度为 1．5 mg／L时愈伤组织分化率较高。因此，在小 

麦成熟胚离体培养研究中，建议采用低浓度2，4一D诱导愈伤 

组织，分化培养基中降低生长素浓度，提高细胞分裂素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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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移栽 将组培苗移出培养室，在室温下放置7 d，取出 

幼苗，洗净根部残留培养基，移栽人培基质[珍珠沙：花泥为 1 

：1( ： )混合]，温度控制在2(】～28 qC，每天喷雾，使培养室 

内湿度保持在75％～90％。移栽成活后，每隔3～5 d施复合 

肥 1次。光照时间保持在每天 10 h以上。经过30 d的培养， 

幼苗成活率达到91％，形成的幼苗如图1f所示。 

3 结论 

该研究利用叶片、花穗、叶柄、气生根为外植体诱导产生 

愈伤组织，叶片、叶柄以及组培苗气生根均能成功地诱导产 

生愈伤组织，叶片诱导率最高达92％；越靠近叶柄部分和带 

有叶脉的叶片，就越容易诱发产生愈伤组织；用该研究获得 

的组培苗气生根为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82％。而花 

穗消毒不易彻底，污染率较高。组培苗气生根数 目多，气生 

根的摘取对植株影响最小。因此，利用气生根作为外植体进 

行规模化再生植株可以极大地节约成本。 

从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分化出芽，生根形成试管 

苗，最快需 55～60 d，缩短了繁殖周期。该研究为工厂化生产 

安祖花幼苗提供了依据，也为进一步开展安祖花转基因技术 

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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