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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瓜的组织培养 

李克烈，罗联忠，陈伟，徐立，李志英，马千全，黄碧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海南 儋州 571 737) 

摘要：以牛角瓜的叶片为外植体，进行牛角瓜的组织培养 。结果表明，培养基MS+2，4-D 2 mg／L利于 

愈伤组织的诱导；培养基MS+6-BA 0．5 mg／I +NAA 0．1 mg／L有利于芽的分化和增殖；生根壮苗的培养 

基为1／2 MS+NAA o．5 mg／L，其生根率 100％；试管苗生根培养 30 d后移栽，成活率可达 8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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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Calotropis gigan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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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lants from leaves of Calotropis gigantea were used to establish culture in vitro and 

regeneration syste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MS十2，4-D 2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callus。and 

MS十 6-BA 0．5 mg／L十NAA 0．1 mg／[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the induce and multiplication．and 

1／2 MS十 NAA 0．5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shoot rooting and the rate of rooting was i 00 ． 

The shoots were transplanted after 30 days culture in rooting medium． The survival rate after 

transplantation is above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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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瓜 (Calotropis gigantean[．inn．)系萝蘑科牛角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雄蕊群像 5只小狗蹲 

在雌蕊群周围，故又名五狗卧花心；其果实状如牛角，故名牛角瓜；其果实有毒 ，可杀虫和驱蚊；其 

根皮入药，可治疥癞；其茎部的乳状汁液干燥后与马来树胶相似，可用做树胶原料，亦可作药用，治 

麻疯病，还可作制鞣料及黄色染料；其果实含强心甙；叶可作绿肥 ̈。用溶解法或机械法可从牛角瓜的 

茎叶中提炼出白色汁液 ，用于制取石油类物质 ，因此 ，牛角瓜属热带石油植物，是一种能源植物。牛 

角瓜常规用种子繁殖，但其发芽率不能碍到有效保证。本研究通过无菌苗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 ，探 

讨其成苗过程的特点，为牛角瓜的快速繁殖及种质资源的保存开拓一条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以本所保存的牛角瓜无菌苗的幼嫩叶片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将叶片切成宽5 mm、长 

10 mm左右的小片，以MS为基本培养基，生长调节剂采用2，4一D，6-BA~~INAA组合。每种培养基均 

含0．6 的琼脂和3 的蔗糖，pH 5．8～6．0。培养条件：温度 (25_--4-2)(=，光照强度1 500~2 000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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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照 10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 2，4-D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将剪切的叶片分别接种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 ，培养8～10 d后 ，叶块切 口处便开始膨大形成乳 

黄色的愈伤组织，叶块整体变厚、变大并弯曲；30 d后愈伤组织开始迅速生长。 

培养基中附加不同浓度的2，4一D，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以及生长速度和大小均有一定的差异。2，4一D 

质量浓度在0～2．0 mg／I 内，随着2，4一D浓度的升高，其诱导率逐渐升高，而且愈伤组织的生长速度 

也随之加快；当2，4一D浓度高于2．0 mg／I 时，诱导率随2，4一D浓度的增加而减少。在本研究中，以MS 

+2，4一D 2 mg／I 的培养基最适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其诱导最高 ，且愈伤组织生长迅速，呈疏松颗粒状 

(表 1)。 

表 1 不 同浓度 2．4一D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Tab．1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2．4一D on callus induction 

2．2 丛生芽的诱导 

将诱导出的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上培养，愈伤组织继续增大，20 d后愈伤组织表面变为淡绿 

色，伴有绿色点状小突起，这些小突起继而形成芽。从表2可见，单独使用细胞分裂素6-BA诱导牛角 

瓜芽分化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当 6-BA为1．0 mg／I 时，每个外植体平均出芽数可达13．4个，但芽短且 

难伸长；随着6-BA浓度的增高，其分化率下降。只有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同时存在时才能很好地诱导 

丛生芽L2]。当NAA浓度为0．1 mg／L时，6-BA浓度在0．5～3 mg／L，随着浓度的增加，愈伤组织分化 

形成丛生芽的数目趋于减少，分化率略有降低。说明高浓度的6-BA抑制了丛生芽的形成。最适宜的激 

素配方组合为MS+6-BA 0．5m g／I +NAA 0．1 mg／I ，该处理组的愈伤组织分化形成的丛生芽较多， 

生长势良好。待愈伤组织完全分化出丛生芽后，分成芽数相近的芽丛进行增殖培养。 

表2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牛角瓜愈伤组织芽分化 的影响 

Tab．2 Effect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 on bud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 of Calotropis gigantea 

M S 6一BA 0．5 

M S 6一BA 1．0 

M S 6一BA 2．0 

M S 6一BA 0．2+NAA 0．1 

M S 6一BA 0．5+NAA 0．1 

M S 6一BA 1．0+NAA 0．1 

MS 6一BA 2．O+NAA 0．1 

MS 6一BA 3．0+NAA 0．1 

2．3 不定根的诱导 

将生长健壮的无根单苗分别接种于1／2 MS+NAA 0．1 mg／L和1／2 MS+NAA 0．5 mg／L的生 

3  4  6  9  6  4  1  8  

2  3  3  5  7  6  2  5  

； 1  1  

1  2  6  3  O  2  3  4  弘 M 

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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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培养基中，结果表明，在1／2 MS+NAA 0．1 mg／I 培养基上培养7 d后，芽苗开始生根，生根率约 

为25 ；30 d时，生根率达92 ，每株有8～15条根，但小苗的不定根生长慢且不均匀。在1／2 MS+ 

NAA 0．5 mg／L培养基上培养7 d开始出根，30 d后生根数达到9～13条，生根率lOO ，试管苗的不 

定根整齐均匀。可见，1／2 MS+NAA 0．5 mg／L的生根壮苗效果最好。 

2．4 试管生根苗移栽培养 

将根系发达、植株健壮的生根苗移到自然漫射光下炼苗3 d即可移栽。取出苗后用水洗去根部的培 

养基，用多菌灵浸泡1 min，然后移栽到椰糠+细沙 (2：1)的混合基质中，遮荫、保湿1周后即可发 

新根并成活，移栽成活率达85 9／6。 

3 结论 

以牛角瓜叶片为外植体，MS+2．0 mg／L 2，4一D对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30 d后诱导率可 

达86 9／5；最适分化培养基为MS+6一BA 0．5 mg／L+NAA 0．1 mg／L，其愈伤组织分化形成的丛生芽较 

多，生长势良好，30 d可继代一次。将健壮的无根单芽接种于1／2 MS+NAA 0．5 mg／L上进行生根诱 

导，30 d生根率可达lOO ，生根整齐，苗粗壮，生根苗移栽成活率高，生长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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