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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分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组培苗形成的影响 

刘建，王永清，王利，张帆 (四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四川稚安6250l4) 

摘要 以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为外植体，探讨了糖的种类及用量对其组培苗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蔗糖效果最好，葡萄糖次之，可溶 
性淀粉的效果最差；浓度3％的蔗糖最有利于芽的诱导和不定根的分化，最佳培养基配方为Ms+6-BA0．5 L+NAA0．5me／L+IBA0．1 

Il L+蔗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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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11e Oxal／st~ r／s Subeg，Triang leafwas used as explantsinthe stLldv onthe effects ofdifferent carbon soi．Lvcesinitstissue 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CIOS~was the best carbon Sou_r(~in plantlet regeneration from lear explants and 3％ in medium was the best sIlcmse concentration in 

which the mte of Plant regeneration was hif5}l and the plantlets grewwel1．MS+6-BA0．5ms／L+NAA0．5 mg／L+mA0．1 m L+SHCIO~3％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leaf culture．in which the inducement rate could be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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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紫叶酢浆草(Oxd／s triangularis Subeg．Tfiar~)3L名感 

应草、浅紫花酢浆草⋯1，为酢浆草科酢浆草属多年生草本，是 

一 种优良的彩叶地被植物，具有色彩鲜艳、观赏期长、易于形 

成大色块景观的特点，是一类值得大力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优园林植物。笔者在以三角紫叶酢浆草 

叶片为外植体的再生体系中，探讨糖的种类和用量对其组织 

培养的影响，研究不同碳源对三角紫叶酢浆草植株再生分化 

的影响，对完善三角紫叶酢浆草组织培养技术具有一定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以无菌叶片为外植体。选用蔗糖、葡萄糖、可溶性淀粉 

3种碳源，其中葡萄糖、可溶性淀粉浓度均设为3O L，蔗糖 

浓度设 0、10、30、50 g／L4个水平。以 MS+琼脂 5 L为基 

本培养基。每处理每次接种 18个叶片，重复 3次。接种后 

50 d，观察并统计外植体出芽数、平均株高、植株表现、叶片 

颜色、不定根分化数、平均根长、平均根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碳源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外植体芽分化的影 

响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碳源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外 

植体芽分化有明显影响，在以蔗糖为碳源的培养基中，出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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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为94．44％，且植株生长健壮，叶色表现正常；以葡 

萄糖为碳源的培养基效果次之；在以可溶性淀粉为碳源的 

培养基中，出芽率最低，且植株低矮、纤细，生长不 良，叶片 

不能正常显色。 

表 1 不同碳源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外植体芽分化的影响 

注 ：表中不同大小写英文字母分别表示在 0．01和 0．05水平上差异 

显著。下同。 

2．2 不同碳源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外植体不定根分化 

的影响(图 1) 不同碳源对不定根发生有明显的影响，在以 

蔗糖为碳源的培养基中，不定根分化率最高，为 96．30％；葡 

萄糖其次；在以可溶性淀粉为碳源的培养基中，不定根分化 

率最低。从分化的不定根的数量和根长来看，也是以蔗糖 

的效果最好。 

蔗糖 葡萄糖 可密坶发粉 

碳源 
蔗糖 葡萄糖 可密}生淀粉 

碳 源 

图1 不同碳源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外植体不定根诱导的影响 

2．3 不同浓度蔗糖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植株再生的影 高。在无糖和 10 g／L蔗糖培养基中只有很少芽发生，且芽 

响 由表 2可见，随着蔗糖浓度的增加，叶片诱导出芽率升 为绿色，纤细，长势不好；蔗糖浓度为 30 g／L的培养基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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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芽率最高，植株生长健壮，叶色正常；蔗糖浓度为 50 g／L 

的培养基诱导出苗率较低，且植株叶片抱合不展开。 

从图2可见，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不定根而言，以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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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浓度为 1O g／L的培养基诱导率最高；但从不定根数量和 

长度上综合考虑，则以蔗糖浓度为3O g／L的培养基效果最 

好，不含蔗糖的培养基诱导效果最差。 

表2 不同浓度蔗糖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植株再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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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在三角紫叶酢浆草不同碳源试验中，3种碳源均可诱导 

出芽苗，但蔗糖的效果最好，诱导率最高，植株健壮显色充 

分；葡萄糖其次；可溶性淀粉效果最差，诱导率低且芽苗瘦 

弱，植株不能正常显色，原因可能是可溶性淀粉溶于水后呈 

溶胶状，不能被植物吸收，也可能是三角紫叶酢浆草不能分 

泌淀粉酶，因而不能将可溶性淀粉酶解成单糖后再被植株 

细胞吸收利用的缘故 J。在对不定根的诱导中，蔗糖和葡 

萄糖的效果均优于可溶性淀粉，其中蔗糖的效果最好，这可 

能是因为蔗糖有增进 IAA促进不定根发生的功效__j 。 

蔗糖浓 厦 ／f g／L 蔗糖侬 厦 J ／L 

图 2 不同浓度蔗糖对三角紫叶酢浆草叶g-m定根诱导的影响 

蔗糖的浓度对分化不定芽有明显的影响，含糖量为 1％ 研究。 

的培养基芽的分化率很低，3％的蔗糖诱导出芽率最高，5％ 参考文献 

的蔗糖也能诱导出芽，在诱导出芽苗的同时诱导出花芽，但 [1]龙金花．栗 纷飞的三角紫叶酢浆草[J】．植物杂志，2o00(2)：48． 

植}朱口十片不开展，这说明低浓度的碳源对芽苗分化不利，可 麓 胞呼吸强度及产生辅酶 
能是能源物质不足的缘故；高浓度的糖对不定芽的生长有 [3]李小芳。何玉科，汤章诚．生长素和模拟微重力效应对大白菜不定根发 

抑制作用，这与李艳红、谢志兵等 5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 萎 差案 妥 善 研究⋯．首都师范 
原因主要是培养基中的糖源不仅提供给外植体碳素，而且 大掌 陧，2001。99(3)：48—53． 

可以调节培养基的渗透势，从而影响外植体的分化和发 糕票 瑟 同碳源在徘候桃组织培养的作用Ⅲ·农业与 
育[ 。不同浓度的蔗糖对不定根的发生也有影响，在不含 [6]E[b~FJN E。LUDWIG-MfllLER J．Indol 3．bubic d in pJ ：0ccuMce。 

蔗糖的培养基上虽然也能形成不定根，但数量很少，透明且 _7_ oJ ． 
不具根毛，其原因可能是蔗糖对外植体体内碳水化合物的 ti0rI ofVias plant．1ets culturedin~tmEJ]．Plant CellTissue and啦 Culture， 

状况有影响，进而影响外植体的形态发生[ ，有待于进一步 ’_jl：删 一 ‘ 

(上接第 1347页) 

比蔗糖各处理均能够极显著影响碧桃的瓶插寿命。其中， 

B2处理与C2、Fa、A2相比差异显著。以 B2处理的碧桃瓶插 

寿命最长。 

对切取的连翘、碧桃枝条采用蔗糖溶液处理，增加了枝 

条内的养分含量，可延长其瓶插寿命 2～3 d，表明蔗糖对连 

翘、碧桃有较好的保鲜作用。 

3 讨论 

(1)适合浓度蔗糖处理的连翘、碧桃枝条均较对照开花 

早、花朵开放完全、花开艳丽，说明蔗糖作为外源养分供应， 

可以促进开花，达到催花和保鲜的目的。 

(2)实验中，蔗糖浓度高引起花朵萎蔫，花色加深，开花 

率降低，瓶插寿命缩短，说明蔗糖浓度高易引起细胞液外 

渗，花蕾失水萎缩，使花无法开放。 

(3)水质可以影响催花保鲜的效果。试验选择的蔗糖 

用自来水溶解，对照用自来水，均是考虑试验的实用性，以 

便于该技术推广。 

(4)STS脉冲处理、AgNO3、S-Q喹啉等对于切花保鲜有 

较好的效果，但在连翘、碧桃上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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