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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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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了我国一、二级保护植物的组织培养研究现状 ，分析了已有组织培养报道的珍稀植物在外植体选 

择和分化途径上的特点，并从基本培养基、激素及附加营养成分等方面分析了珍稀植物组织培养的影响因素；提出 

了在珍稀濒危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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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about Tissue Culture of Endangered Pla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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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 about tissue culture of Grades 1 and 2 protected plants in 

China，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bout explant choices and differentiations of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plants and discusses affecting factors of tissue culture of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plants from the angles of 

basal medium ，hormone and addtional nutrient．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currently exist in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issue culture of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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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在 自然环境下都有结实率低 、年 

际波动大、大小年明显等特征。加上动物取食未成熟 

和地表种子，以及埋藏于地下的种子易于腐烂等特 

点，致使珍稀树种种子的自然繁殖能力极弱，种群数 

量日趋减少。且实生苗的遗传性状不稳定，苗木良莠 

不齐，生产力低等诸多缺点，利用实生苗育苗远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 

利用组织培养方法对珍稀植物进行快繁研究， 

不仅可以克服种子繁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而且可 

以克服常规无性繁殖速度慢 、繁殖率低的缺点。加上 

组织培养不受季节 、气候等因素 的制约，节省土地， 

速度快 ，质量高 ，技术密集 ，便于集约化管理和工厂 

化生产的优点。因此，将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应用于珍 

稀植物的快速繁殖，对保护珍稀树种的种质资源，丰 

富园林植物多样性，缓解国内优质木材和园林绿化 

植物供应紧张的状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际应用价值。本文拟从珍稀植物组织培养外植体的 

选择和分化途径上、基本培养基、激素及附加营养成 

分的使用等方面来探讨组织培养技术在珍稀植物中 

的研究现状和实际应用 中存在的问题 。 

1 珍稀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概况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许 多动植物的生存受到 

严重的威胁 ，许多物种已濒临灭绝的危险。我国国家 

环境保 护局和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1987年编 

写 了《中 国珍 稀 濒 危 保 护 植 物 名 录 植 物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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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_】 ，公布了 8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159种二级 

保护植物。 

珍稀植物大多生境范围狭窄 ，大多生长在深山 

老林 ，与世隔绝 ，因此其应用和研究价值很容易被忽 

视，目前多数还停留在资源调查和就地保护的初级 

阶段 。由于缺乏技术支持 ，加上资源稀少 ，其应用受 

到极大限制 ，也导致人们对它们的研究热情不高。在 

8种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和 159种二级保护植物中， 

目前仅有 4种一级保护植物和 19种二级保护植物 

有组织培养成功的报道(表 1)。在这些研究中，人参 

的体细胞胚培养和细胞培养技术都趋于成熟。但更 

多的尚处于起步阶段。 

2 濒危植物组织培养的分化途径 

表 2列出了濒危植物组织培养的外植体种类和 

分化途径，由表 2可以发现，濒危植物组织培养的分 

化途径 也有器官发生途径 和体细胞胚 发生途径等 

两 种 。 

表 1 珍稀濒危植物组织培 养研 究进 展 

Table 1 Advances about tissue culture of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plants of China 

2．1 器官发生途径 

2．1．1 直接器官发 生途径 以芽或带芽茎段为外 

植体直接诱导芽的萌发获得再生植株的珍稀植物有 

珙桐、金花茶、银杏、金铁锁、核桃、巴东木莲、伞花 

木、野生荔枝、云南山茶花和香果树。 

蕨类植物桫椤和鹿角蕨采用孢子、幼孢子体为 

外植体，通过孢子繁殖途径形成再生植株。桫椤的孢 

子经过数月培养形成原叶体，精子器 中的精 子借助 

原叶体腹部的自由水，到达颈卵器 ，与卵结合发育成 

胚 ，而后萌发形成小苗。桫椤还可以通过无配子繁殖 

途径产生再生苗，将小原叶体切割下来培养 ，约 60 d 

长出不定胚 ，又经过约 30 d培养得到正常的无性孢 

子体苗或丛苗。。]。 

鹿角蕨幼孢 子体培养 4周后产生与兰花原球茎 

相似的绿色球状体(GGB)，这种 GGB原球茎可以 

继代获得大量 的原球茎 ，又可再诱 导 GGB长 出丛 

生苗 ’ 。 

2．1．2 间接器官发生途径 (1)以茎段或叶为外 

植体。以茎段或叶为外植体通过诱导愈伤组织 ，再诱 

导芽的再生途径的植物有人参、银杏、半 日花、翅果 

油树和香果树等 。 

目前 ，海南粗榧 、白豆杉的组织培养只是以提取 

次生代谢产物为 目的，因此只要求诱导出愈伤组织， 

而未得到再生植株l】 ，两者均以嫩茎嫩叶为外植 

体成功诱导出愈伤组织。杜仲组织培养的研究较为 

成熟 ，不仅以胚轴为外植体通过诱导愈伤组织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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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完整的再生植株，而且以子叶、胚轴、茎 、叶为 

外植体，诱导出适于悬浮培养的愈伤组织 ，为提取有 

效药用成分和杜仲胶奠定 了基础 。 

(2)以种子胚、子叶为外植体。金花茶以胚为外 

植体，先长根再抽 出新芽；以子叶为外植 体，同时诱 

导出不症芽和假珠芽，假珠芽具有很强的分生能力， 

利用假珠芽 ，又可诱导产生胚状体 、不定芽和假珠 

芽 。银杏、裸果木、半 日花、翅果油树、杜仲、疣粒野生 

稻、普通野生稻、伞花木、四合木等都可以种子胚轴 

或子叶为外植体 ，通过诱导愈伤组织途径形成再生 

植株 。 

(3)以孢子为外植体。蕨类植物桫椤的孢子经 

过数月培养形成原叶体，原叶体在细胞分裂素与生 

长素为 1O：1的培养基上培养 ，形成长丝状体构成 

空心的半圆形愈伤组织团 ，约经 3个月在绿色丝团 

上长出幼孢子体或仅长根；在高盐浓度的培养基上 

补加高剂量的生长素，培养的原叶体形成坚实致密 

的实心愈伤组织团块，由褐色愈伤组织相间少量再 

生绿色原叶体，在 愈伤组织 的凹陷处产生单个或丛 

状黄绿色球形不定胚 ，进而发育为不定苗。 

2．2 体细胞胚发生途径 

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somatic embryogenesis) 

是指单倍体或双倍体的体细胞在特定条件下 ，未经 

性细胞融合而通过与合子胚胎发生类似的途径发育 

出新个体的形态发生过程 。 

以人参胚为外植体 ，通过间接、直接发生途径均 

产生了体细胞胚 j。以半 日花的叶为外植体，通过间 

接发生途径产生了体细胞胚[ 一。何丽君等以四合木 

子叶、胚轴和根为外植体 ，通过间接发生途径均诱导 

出了体细胞胚并形成了再生植株l3 。 

3 珍稀植物组织培养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基本培养基 

珍稀植物组织培养 的基本培养基种类较多(表 

2)，但 仍 以最 常 用 的 MS培 养 基 居 多，或 者 是 

NH NO。减半 的改 良 MS培养基，或采用 的是 1／2 

MS或 1／lO MS。多数植物的生根培养为 1／2 MS。 

在所有这些植物的培养过程中，MS培养基的使用 

率达到了 74．6 。 

N 和 67一V ]也是 比较常用的培养基 ，它们 

的使用率分别为 6 和 4．5 。N 主要应用于珙桐 、 

疣粒野生稻的组织培养，67一Vl3 在人参及银杏胚 

外植体的萌发中取得成功。另外，DKW E 、NBE 等 

培养基也用到了珍稀植物的组织培养中。 

3．2 激素及附加营养物 

在植物组织培养过程 中，加入细胞分裂素可 以 

促进细胞分裂和由愈伤组织或器官上分化不定 

芽[4 ，在 珍 稀植 物愈 伤组 织 或芽 的诱 导 阶段 ，有 

85 的植物使用 了 6一苄基腺 嘌呤 (BA)，浓度多 为 

0．05～3．0 mg／mI ，只有野生荔枝的种子萌发的培 

养 BA的浓度达到了 20 mg·mI _。。 
一 般情况下 ，BA 与较低 浓度的生长素 NAA、 

IBA、2，4一D等配合使用能有效地促进 分化 ，但在半 

日花 的愈伤组织 的诱导过程 中，IAA或 NAA 的浓 

度高达 lO mg／[ ，而 BA 的浓度则相对较低，两者配 

合使用能使诱导率达到 91．3 “ 。 

5O 的珍稀植物的组培生根培养只需单独添加 

生长素 IBA或 NAA就能有效地诱导生根，二者单 

独使用率分别为 28．6 和 21．4 ，它们 的浓度多为 

0．5～2．0 mg／mI ；二 者共 同作 用诱 导 生 根 的 占 

14．3 ，这些植物是翅果油树、核桃等 ；珙桐、巴东木 

莲等植物则需要添加 BA与生长素协同作用诱导生 

根 ，这类植物占 21．4 ；鹿角蕨、裸果木不需添加任 

何激素即可生根 ，这类植物 占 14．3 。 

椰乳、水解乳蛋 白、谷氨酰氨等营养物也被用于 

珍稀植物的组织培养中。陈发菊[3门等在研究巴东木 

莲 的丛生芽诱导过程 中发现 ，在其它条件相 同的情 

况下 ，在含有 10 椰乳的培养基上单芽苗再产生许 

多小突起后 ，小突起逐渐长大形成丛生芽苗 ，而不含 

椰乳 的培养基上的芽基部小突起生长缓慢 ，继续培 

养多数芽萎缩褐化 ，仅少数能形成丛生芽苗 。 

3．3 C源 

植物组织培养的蔗糖 浓度多在 2 ～3 ，而金 

花茶胚培养需要 6 ～8 的蔗糖 。相反 ，桫椤孢子 

萌发培养时 ，糖浓度越高萌发率越低 ，无糖时萌发最 

早 ，萌发率最高[3]。原生质体培养中，糖类不仅提供 

C源 ，还起着稳定渗透压的作用【4 。疣粒野生稻的 

原生质体培养过程中，蔗糖 、葡萄糖浓度随培养阶段 

要有所调整 ，预分化时采用 6O g／t 的蔗糖浓度可促 

进愈伤组织长成致密小块 ，诱导胚胎形成 ，分化时蔗 

糖浓度降低至 30 g／I 。 

4 小结与展望 

已有组培报道的 23种植物的组培研究 ，除了人 

参、银杏等少数植物相对较成熟以外，其它的还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 ，大多数植物的诱 导率、增殖率、生根 

率等都不高，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体细胞胚 

胎发生、细胞培养、原生质体培养的研究更是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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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因此 ，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 ，珍稀植物的 

组织培养还有相当多的环节需要研究 。 

珍稀植物组织培养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很 多 

珍稀植物都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造园价值。例 

如一级保护植物珙桐 ，是世 界著名的观赏植物 ，有 

“中国鸽子树”的美称 ，但由于珙桐生境狭窄，很难在 

低海拔和高温地区存 活，加上要 1O～15 a才开花结 

实，这就大大限制了珙桐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如将 

珙桐成功引种，再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大规模的 

繁殖，将有可能使世界著名的“中国鸽子树”广泛应 

用于园林绿化中。因此，通过组培快繁技术实现珍稀 

植物的大规模的生产，不但可以提高它们的应用价 

值，而且对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种群的扩大有着重大 

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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