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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 牵 牛 茎 段 植 株 再 生 体 系 的 建 立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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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 矮牵牛Petun ia hybrida V ilm 的茎段接种在M S附 加不同激素 的培养基上 进行愈伤组 织诱导. 结果 表明: 在MS+ BA

1. 0 mol·L - 1+ NAA 1. 0 mol·L - 1的 培养基上可以 形成愈伤 组织,而且经 过继代培养 仍可形成愈 伤组织; 茎段 或愈伤组织 接种在

M S+ BA 1. 0 mol·L - 1+ NAA 0. 1 mol·L - 1的培养基上可以形成不定芽,且诱导率达100%; 健壮的高1. 5～ 2. 0 cm 的不定芽接种在

1�2M S+ IBA 0. 5mol·L - 1+ AC1. 0 g·L - 1的培养基上,其生长根状况良好,生根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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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 ishment of A Regenera t ion System fr om the Stem of Petun ia hybr ida V 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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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tem of Petun ia hybrida V i lm was cultured on M S supplemented w ith dif ferent combinat ionsof hormones. Results

show that M S supplemented w i th BA 1. 0 mg·L - 1and NAA 1. 0mg·L - 1
is a benef icial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 ion and the cal lus

can be subcul tured in the sam em edium; that adventit ious buds can be induced inM S supplementedw ith BA 1. 0mol·L - 1and NAA

0. 1 mol·L - 1 f rom the stem or cal lus and the percentage of induct ion is 100; and that the vigorous advent it ious shoots about

1. 5～2. 0 cm tal l can be cul tured in 1�2M S supplemented w ith IBA or NAA and their h ighest root ing (100% ) can be obtained in

1�2M S supplemented w ith 0. 5 mol·L - 1 IBA and 1. 0 g·L - 1A C 0. 1m g·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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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牵牛P etunia hybrida V ilm 为茄科矮牵牛属, 多年生草本花卉 [1 ]. 矮牵牛品种繁多,花色丰富,在欧美及

日本等地区广泛栽培,因此其有花卉园艺代名词之誉. 国外对矮牵牛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已经相当深入. 随着花

卉业的迅猛发展, 我国于20世纪初开始引种栽培矮牵牛,直到80年代初开始从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引进优良

品种,极大地改善了矮牵牛生产的落后面貌[ 2 ]. 由于矮牵牛有很高的观赏性,且具有花色丰富和生长繁殖容易

等特点,已成为花卉研究的模式植物. 利用生物技术改变观赏植物的性状,创造优良新品种,是目前园林植物的

一个热点 [3 ]. 植物组织培养植株再生系统的建立是进行生物技术转基因研究的实验基础, 因此对这一方面的研

究也比较多 [ 4～ 21 ]. 本研究报道了矮牵牛愈伤组织的诱导和植株再生体系的建立, 旨在为进一步的开展矮牵牛

转基因研究提供实验基础.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以矮牵牛 Petunia hybrida V ilm 新品 种“风度”的茎 段为外植体, 接种 在M S附加 不同浓 度BA (0. 0～

2. 0mo l·L - 1) 和NAA (0. 0～ 1. 0mol·L - 1)的培养基中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然后通过愈伤组织诱导不定芽,

最后将健壮的不定芽接种在1�2M S附加0. 1～ 1. 0mo l·L
- 1
IBA 的培养基诱导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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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矮牵牛茎段愈伤组织和不定芽的诱导

Tab le 1　Ca l lusandadven t it iousshoot induction f rom stem of Petunia hybr ida

V ilm

编号 培养基 BA 浓度
�(mol·L - 1)

NAA 浓度
�(mol·L - 1)

愈伤组织诱导率
�%

不定芽诱导率
�%

0 M S 0. 00 0. 00 0 0

1 M S 1. 00 0. 00 25 75

2 M S 1. 00 0. 05 39 89

3 M S 1. 00 0. 10 0 100

4 M S 1. 00 1. 00 100 0

5 M S 0. 00 2. 00 0 0

6 M S 0. 05 2. 00 0 0

7 M S 0. 10 2. 00 65 32

8 M S 1. 00 2. 00 86 0

　　培养条件: 光照强度1 500 lx,

光周期12 h�d,温度25℃.

2　结果与分析

2. 1　矮牵牛愈伤组织和不定芽的

诱导

将矮牵牛茎段接种在M S附加

BA 和NA A 的培养基中,进行愈伤

组织和不定芽的诱导, 其生长状况

见表1.

由表1可 知, 矮 牵牛 茎段在 这

图1　茎段在M S+ 1. 0mo l·L - 1BA + 1. 0mol·L - 1

NAA 产 生的 愈伤 组织

F ig. 1　Thecal lus of stem onM S+ 1. 0mol·L - 1BA

+ 1. 0m ol·L - 1
NAA

些培养基中可以诱导愈伤组织或不定芽的形成, 其中有

些培养基中可同时产生不定芽和愈伤组织. 当BA �NA A
的比例较高时, 通常诱导不定芽的分化; 当BA �NAA 的

比例较低 时, 较易 诱导 愈伤 组织. 其中, 茎 段在M S+

BA 1. 0mol·L
- 1+ NAA 1. 0mo l·L

- 1的培养基中只产

生愈伤组织,而且愈伤组织的诱导率达100%. 这种愈伤

组织在相同的培养基上可以进行继代培养, 继代的时间

为20 d (见图1).

当茎段或愈伤组织接种在M S+ BA 1. 0mol·L - 1+

NAA 0. 1 mol·L - 1的培养基中,其产生不定芽的诱导率

最高,为100% (见图2、图3).

2. 2　生根诱导

将生 长 健壮的 高 1. 5～ 2. 0 cm 的不 定 芽接 种在

1�2M S附加0. 1～ 1. 0 mol·L - 1IBA 的培养基中诱导生

根,结果见表2.

图2　 茎段 在M S+ 1. 0mo l·L - 1BA + 0. 1mo l·L - 1

N 产生的不定芽

F 　T f M S+

·L B + ·L N

图 3 　 愈 伤 组 织 在M S+ BA 1. 0 mo l·L - 1 +

N ·L 产生不定芽

F 3　T f M S

+ ·L B +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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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激素对矮牵牛诱导生根的影响

Table 2　The ef fects of dif feren t m edium comb ina tion of NAA and IBA on root ing of in vi tro regenerated shoots

编号 培养基 BA 浓度
�(mol·L - 1)

NAA 浓度
�(mol·L - 1)

IBA 浓度
�(mol·L - 1)

AC 浓度
�(g·L - 1)

生根率
�% 生长情况

0 1�2M S 0. 0 0. 0 0. 0 0. 0 0 无
1 1�2M S 1. 0 0. 1 0 无
2 1�2M S 0. 1 63 细长
3 1�2M S 0. 5 92 细长、多
4 1�2M S 0. 5 1. 0 100 粗长、多
5 1�2M S 0. 1 83 细短、少
6 1�2M S 0. 5 100 粗长、多
7 1�2M S 0. 5 1. 0 100 粗短、多

图 4　在 1�2M S + 0. 5mo l·L - 1 IBA + 1. 0 g·L - 1

AC 的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F ig. 4　The induce rooting on 1�2M S +
0. 5mol·L - 1 IBA+ g·L - 1AC

　　从表2可以看出,BA 的存在不利于根的诱导; 不定

芽在含有NAA 或 IBA 的培养基上都能产生根, 但IBA 的

效果比NAA 要好; 加入活性炭 (A C)后可以使根更加粗

壮, 有 利 于 提 高 移 栽 的 成 活 率; 以 1�2 M S +

0. 5mo l·L - 1 IBA + 1. 0 g·L - 1AC 的培养基上诱导的

根生长状况最好,生根率达100% (图4).

3　结　论

通 过 研 究, 笔 者 建 立 了 完 整 的 矮 牵 牛 Petunia

hybridaV ilm 新品种“风度”的愈伤组织诱导植株再生体

系: 愈伤组 织诱 导培 养基 是M S+ BA 1. 0 mol·L - 1 +

NAA 1. 0mo l·L - 1, 不 定 芽 诱 导 培 养 基 为 M S +

BA 1. 0mol·L - 1 + NAA 0. 1 mol·L - 1. 在 1�2 M S +
0. 5mo l·L - 1IBA + 1. 0 g·L - 1A C 的培养基上生 长根

状况最好,生根率达100%. 建立了完整的快速繁殖体系,

为进一步的基因工程改良矮牵牛的形状研究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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