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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红花(Crocus sativus L．)组织培养的初步研究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issue Culture of the Crocus sativus L． 

王 磊Wang Lei，李学文LiXuewen，娄王霞LouYuxia，刘魁锋Liu Kuifeng，王永锋WangY0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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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初步探讨番红花组织培养的一些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组织培养技术，以番红花幼嫩的叶片为外植体对其愈伤组 

织及不定胚的诱导进行了研究：结果：MS+BA 0．I mg／L+2。4一D 2 mg／L为诱导愈伤组织形成的最佳培养基，而诱导不定胚 

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I．5 mg／L+2，4一D 2 mg／L 结论：基本明确了番红花愈伤组织及不定胚诱导的最佳激素组合。 

Abstract：Objective：To discu~the factom which affected the induction of callus and adventitious embryoid of Crocus~tivus L_． 

Methods：The induction of callus and adventitious embryoid were studied in the ti．~ue culture of Crocus~tivus L+，when the leaves 

were placed on five media suppli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different hormone．Results：It was found that the MS medium con— 

taining BA 0．1 mg／L。2。4一D 2 mg／L was the best tO induce callus，while the medium cxmtaining I I．5 mg／L，2，4一D 2 malL 
was the best to induce adventitious embryoid．Conclusk)n：The best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 was found tO induce the callus and the 

adventitious embryoid of Crocus~tivu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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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红花(Crocus~tivus L．)又名藏红花、西红花，为鸢尾 

科番红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欧洲南部，其雌蕊柱头是 

名贵中药，具有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之功效，是传 

统的妇科、伤科良药。临床上还主要用于胃病、调经、麻疹、 

发热、黄胆、肝脾肿大等的治疗。尤其是近年来在治疗心脑 

血管疾病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同时也可作为芳香剂、调 

味品、化妆品等⋯，此外其植株又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 

此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但自然状态下。番红花主 

要以球茎进行繁殖，且栽培条件下其球茎退化现象严重，导 

致种质资源严重缺乏。我国自引种以来，栽培番红花产镀一 

直较低，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J。近几十年来，-~itg{培 

养技术在药用植物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为繁殖能力较差 

的名贵中药药用资源的保存和生产提供 了新的途径。为 r 

探索扩大种源的途径，采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番红花愈伤 

组织及小球茎诱导进行研究，以期为其种质资源的保存与利 

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 CrFI)时，剜割顶芽或侧芽(略带球茎部分)，并流水冲洗 

30 mln以上。用70％乙醇消毒 15 S，再用 0．1％的升汞浸泡 

8 rain，无菌水冲洗4～5次，接种于 MS基本培养基上生长。 

待苗长至约 3 cn 左右时，于趟净_丁作台上剥取芽鳞，留嫩 

l／-，并将叶子切成 0．3～0 5 Cnl左右的小段，作为外植体接 

种于附加不同激素浓度的MS培养基上。实验设 5组，每瓶 

接种8个外植体，每组5个瓶，每组共40个外植体。培养基 

设置 为 2，4一D 2 mg／L，BA浓 度分别为 0．0 rTlg／L、 

0．1 mg／L、0．5 mg／L、1，0 mall、1．5 mg／L。琼脂浓度为0， 

6％，蔗糖浓度为3％，激素在培养基高温灭菌前加入，pH值 

5．8，培养物在率温(25±2)℃，光周期 16 h-d‘，光照度 

25001x下培养。实验过程中每天观察外植体的变化，30 d 

后，按 F列公式统汁愈伤组织诱导率： 

愈伤组织诱导 盟  堕 

不定胚的诱导率=一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1．1 实验材料 

供试材料番红花取自河南中医学院番红花试验田。 

1．2 实验方法 

先将番红花的球茎，于室温 25℃下催芽，待芽刚伸出 

*基金项目：河南中医学院科研苗辅工程资助项目(编号： 

2004MP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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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番红花愈伤组织及不定胚的形成 

观察发现，将番红花叶片接种于不同激素浓度的培养基 

上 14 d后(BA 0．0 mdL除外)，叶片切口处膨大增厚，并在 

切¨的表皮 有许多小突起，叶JlL．卷曲。16 d后开始形成愈 

伤组织，刚形成的愈伤组织旱淡黄色，质地较疏松，随着培养 

时间的延长，颜色逐渐变成棕色或黄褐色。继续培养50 d左 

发现从长势较好的愈伤组织上产生了白色球形的不定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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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 d后不定胚呈鱼雷状。 

2．2 不同激素浓度对番红花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以番红花叶片作为外植体接种于不同激素浓度的培养 

基上，3O d后统计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发现不同激素浓度对 

番红花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明显不同，当 BA浓度为 

0．0 mg／L时，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为0％，随着其浓度的增加， 

愈伤组织诱导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当其浓度为0．1 mg／L 

时，诱导率最高为75％，之后随浓度的升高诱导率逐渐降低。 

这说明BA浓度的高低在番红花叶片形成愈伤组织的过程中 

起着关键作用。但过高或过低的浓度均不利于愈伤组织的 

形成。详见表 1。 

2．3 不同激素浓度对番红花不定胚诱导形成的影响 

在上述培养基上，不经转换培养基，发现有些愈伤组织 

可直接产生白色球形的不定胚，但这种形成不定胚的能力在 

不同激素浓度的培养基上有所不同，当2，4一D浓度一定时， 

BA为0．0mg／L时，不定胚的发生为0％，之后随着BA浓度 

的增加，不定胚的诱导率也逐渐增加，当BA浓度为0．5 mg／L 

时，诱导率为50％，而当BA浓度增加到 1 mg／L时，不定胚 

的诱导率却突然下降为41％，进一步增加 BA浓度，其诱导 

率又上升到7O％。这说明BA浓度为 1．5 mg／L时，最适合 

不定胚的诱导。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激素浓度对番红花愈伤组织形成及不定胚形成的影响 

3 讨论 

众多的研究表明植物组织培养中不同激素及其浓度的 

组合对培养物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番红花 

离体叶片在受试的五种培养基中，以MS+I 0．1 m L+2， 

4一D 2 mg／L为诱导愈伤组织形成的最佳培养基，而诱导不 

定胚形成的最佳培养基为 MS+BA 1．5 mg／L+2，4一D 

2 mg／L，这进 一步证实了前人的观点。刘咏梅等研究发现， 

由番红花愈伤组织可直接形成小球茎 J，但本实验研究发现 

由愈伤组织可形成不定胚，却未见小球茎的形成，可能与实 

验过程中所采用的激素浓度的不同有关。为了使番红花愈 

伤组织在培养过程中再分化出芽，实验过程中对 BA浓度进 

行了调整(数据未列出)，但始终未发现芽的分化，这可能是 

与其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细胞的分化途径有关，但具体原因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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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纤维化早期阶段中医证型的实验研究 

徐建明Xu Ji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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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肺纤维化早期阶段 中医证型及证型与部分 

细胞因子的关系．为临床制定肺纤维化的合理治疗方案及 中 

医“证”的客观化研究提供参考。方法：将大鼠随机分为 7 

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强的松对照组、瓜蒌薤白汤组、 

大黄鹰虫丸组、肾气丸组和麦门冬汤组。除正常对照组外， 

其余各纽均采用气管内一次性注入平阳霉素复制肺纤维化 

模型，灌胃用药，于造模后第7、14天分批处死动物，进行HE 

染色观察肺泡炎和肺纤维化程度，并通过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肺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 d(TNF a)和白细胞介素 10(IL— 

l0)的表达。结果：①模型对照组第7天部分肺泡腔缩小或 

萎缩、肺泡隔增宽、以巨噬细胞为主的炎性细胞浸润、间质可 

见泡沫细胞，而到第 14天炎性细胞浸润减少，炎症减轻，成 

纤维细胞增多，纤维组织增 生，说明造模是成功的。②造模 

第 7天各组肺泡炎由轻到重依次为：正常对照组<瓜蒌薤白 

汤组=麦门冬汤组<强的松对照组：肾气丸组 =犬黄廑 虫 

丸组<模型对照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只有瓜蒌薤白汤和麦 

门冬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第 14天麦门冬汤组、瓜蒌薤 

白汤组和强的松对照组肺泡炎低于模型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③模型对照组犬鼠肺组织的TNF—a表迭高于 

正常对照组，而II 一1O表达略低于正常对照组，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强的松、瓜蒌薤白汤和麦门冬汤组的TNF a表 

达均低 于模型纽，同时强的松和麦门冬汤组 IL一10的表达 

高于其他用药组。结论：①肺纤维化早期阶段痰浊痹阻证、 

肺阴亏虚证 、肾气亏虚证和肺 阴亏虚证 可能均存在，但以痰 

浊痹阻证和肺阴亏虚证为主；②TNF a参与了肺纤维化早 

期阶段肺泡炎的形成，与中医的痰浊痹阻证和肺阴亏虚证有 

一 定关系；③抑制TNF—a和增强 IL一10的表达可能是瓜 

蒌薤白汤和麦门冬汤防治肺纤维化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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