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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叶酢浆草体细胞胚诱导和发育条件研究 

李耀亭，陈存武 

(皖西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系，安徽 六安 237012) 

摘 要：通过组织培养方法，探讨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在 紫叶酢浆苹体细胞胚诱导和发育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 

明0．5mg／L NAA是诱导胚性愈伤组织最适 宜的生长素浓度，添加一定比例的6一BA可有效促进体细胞胚的发生； 

在附加激素浓度分别低于0．1mg／L NAA和0．5mg／L 6-BA的MS培养基上，体细胞胚能发育成完整的植株。因此， 
一 定浓度的生长素是诱导紫叶酢浆草胚性愈伤组织的关键因素，细胞分裂素在体细胞胚的发生和发育过程中起增 

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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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叶酢浆草(Oxalis traingularis A．St． Z)为酢浆 

草科 ，酢浆草属，多年生彩叶草本植物，具根状茎，原产 

美洲南部⋯。由于紫叶酢浆草叶柄颀长 ，叶片紫色鲜 

亮 ，花朵典雅且随光照强弱而自动开闭，具有极高的观 

赏价值 ，除用作观赏外 ，全草 尚可入药，具有 良好的开 

发前景。紫叶酢浆草种子败育，2001年从美国引进后 

只能通过组培方式进行繁殖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 

发现紫叶酢浆草具有体细胞胚高频发生现象 ，深入 

研究植物体细胞胚的发生和发育机理，不仅对于揭示 

细胞分化、形态发生和合子胚发生等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为人工种子制作、突变体筛选等提供良好的实验体 

系。目前关于植物外源激素 NAA和 6-BA对紫叶酢浆 

草体细胞胚发生和发育过程 的影响尚未见详细报道。 

本实验研究了 NAA和6-BA对紫叶酢浆草体细胞胚的 

调节和影响，同时为其优良无性系的繁殖及人工种子 

制作积累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 植物材料 

紫叶酢浆草，采 自皖西学院植物园苗圃。 

1．2 实验方法 

1．2．1 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 

紫叶酢浆 草鳞茎、叶柄 、叶片经 70％ 酒精浸 泡 

30s，0．1％升汞浸泡6～8min，无菌水冲洗 5～7次，以 

0．5_L 0cm的切段为外植体。基本培养基采用 Ms培 

养基，附加不同的激素后可获得愈伤组织(表 1)，其中 

蔗糖浓度 2％ ～3％，琼脂浓度 0．7％，pH值 为 5．6～ 

5．8。培养条 件：培养 箱温度 (25±1)℃，光 照时 间 

12h／d，光照强度 30001x。将胚性愈伤组织每隔 10d进 

行继代培养。 

1．2．2 体细胞胚的诱导 将筛选 的胚性愈伤组织转 

接至分化培养基上可诱导出大量 的胚状体(表 2)。隔 

天观察培养物，并对体细胞胚的诱导、生长进行评价 ， 

统计每块愈伤组织产生的体细胞胚、芽的数量。 

1．2．3 体细胞胚成苗 将成熟胚分离，接种于无附加 

激素的 MS培养基上或者附加浓度分别低于 0．2 mg／L 

NAA和0．5mg／L 6-BA的 MS培养基上 ，隔天观察植株 

发生情况。 

图 1 绿 色愈伤 组织 

Fig1 Green callus 

2 结果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无菌苗的鳞茎、叶柄和叶分别接种于诱导愈伤 

组织的培养基上，培养 10d左右，接触培养基的边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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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两端维管束周围发生膨大现象并出现愈伤组织，诱 

导速度是 ：叶柄 >叶 >鳞茎，随培养时间延长，外植体 

胚性愈伤组织，并且能进一步分化和发育。在同时含 

有 NAA和6-BA的培养基上 ，获得的愈伤组织呈绿色 

整个表面出现愈伤组织。经筛选，MS+1mg／L 6-BA+ 颗粒状(图 1)。 

0．5mg／L NAA的培养基上诱导的愈伤组织为颗粒状 2．2 胚性愈伤组织的继代培养和体细胞胚的分化 

表 1 不同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Table 1 The result of the callus abduction on different explant 

经筛选，使用 0．5mg／L NAA能长期维持胚性愈伤 

组织的分化能力，并且能降低畸形胚的发生率。培养 

基 MS+0．2mg／L NAA +0．5mg／L 6-BA为最适宜的分 

化培养基。在体细胞胚的诱导分化过程 中，需要附加 
一 定比例的6-BA，0．2mg／L NAA能诱导大量的体细胞 

胚且畸形胚的发生率较低(图2)。 

图 2 大量体细胞胚发生 

Fig 2 Massive somatic embryogenesis 

2．3 体细胞胚成苗 

将成熟胚(图 3)转接于无激素或附lJiJo～0．5mg／L 

6-BA以及 0～0．2 mg／L NAA的 MS培养基上，15d左 

右发育成完整的植株(图4)。其中接种于无附加激素 

的MS培养基上，诱导根的生长势优于芽，而在附加 

0．1—0．5mg／L 6-BA和 0．1～0．2mg／L NAA的 MS培 

养基上，芽生长势较强(表 2)。 

3 讨论 

体细胞胚的发生是外源激素和内源激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生长素是体细胞胚发生的重要条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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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成熟体细胞胚 

Fig 3 Mature embryoid 

图 4 体细胞胚发 育成 小植株 

Fig 4 The plant morphogenesis from somatic embryogenesis 

紫叶酢浆草的组织培养 中，NAA对体细胞胚的诱导作 

用是显著的，关键是其使用的浓度和存在时间的长短。 

在紫叶酢浆草体细胞胚发生的过程 中，0．5mg／L NAA 

有利于体细胞胚的进一步分化和发育，推测胚性愈伤 

组织经过诱导和驯化后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内源激素。 

如果再继续使用原来浓度水平的生长素会对体细胞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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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化起抑制作用 。为了促使体细胞胚进一步发育 

成苗 ，需将成熟胚转接至无激素或附加低 0～0．1mg／L 

NAA的 MS培养基 中，如果此 时仍采用较 高浓度 的 

NAA，将抑制生根，而且在愈伤组织的继代培养中若长 

期使用较高浓度的生长素，会造成大量的畸形胚 ，并且 

降低体细胞胚的诱导率，使愈伤组织的胚性逐渐丧失 

说明生长素在体细胞胚发生和发育的不同阶段中的作 

用不是持续性的。 

表2 NAA和6-BA对体细胞胚诱导和发育的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NAA and 6-BA on embryos inducing 

and developing 

细胞分裂素在体细胞胚的发生和发育过程中起协 

同作用 。添加 NAA的基本培养基中，当联用 0．5～ 

1m L的6一BA时，会大幅度提高体细胞胚的诱导率。 

而 6．BA的使用浓度高于 1mg／L时会产生玻璃化胚状 

体现象，同时抑制体细胞胚的进一步发育。单一添加 

6一BA也抑制体细胞胚的正常发育，说明在体细胞胚的 

发生发育过程中，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之间存在相互 

作用 ，单独使用生长素即可完成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 

但在体细胞胚的进一步分化中，必须联用细胞分裂素。 

因此，推测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在体细胞胚的不同发 

育阶段起特定性作用。在体细胞胚的发育过程中，还 

发现疏松 的颗粒状 的愈伤 组织容 易诱导 生成体 细 

胞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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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ducing condition of somatic embryogenesis and 

embryoid growth of Oxalis traingularis ASt．Hil． 

LI Yao—ting，CHEN Cun—WU 

(Chemistry and Life—science Department，West Anhui University，Lu an 2370 1 2，China) 

Abstract：The effects of auxins and cytokinins on the process of somatic embryo genesis and embryoid growth of Oxalis train— 

gularis A．St．ttil．by Tissue culture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exclaimed that 0．5 mg／L NAA was the best concentration to induce 

embryonic callus．Certain ratio 6-BA will cooperate in the process of somatic embryo genesis．The plant would be regenerated when 

the somatic embryoid was transferred into the MS basal medium without plant hormones or with 0．2 mg／L NAA"and 0．5 mg／L 6- 

BA．So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of auxins was importan t to the induction of embryonic callus．Cytokinins were coope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somatic embryo genesis and embryoid growth． 

Keywords：Oxalis traingularis A．St．ttil；tissue culture；somatic embry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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