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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地丁的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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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洛阳471000) 

摘要：以未成熟种子萌发的子叶和下胚轴为外植体建立了 

紫花地丁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体 系．结果表明最适愈伤组织 

诱导培 养基为 MS+2。4一D 0．5rag／L+6一BA 0．5mg／L或者 MS+ 

2．4-D lmg／L+6一BA 0．2mg／L，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 100％，将生 

长良好的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可诱导芽或根的分化，其中 

诱导芽的最适培养基为 MS+6-BA lmg／L+2，4 0．5mg／L，诱导 

根的最适培养基为 Ms+2，4一D lmg／L+6-BA 0．2mg／L，两种器官 

分化途径均能有效再生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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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地丁fViola yedoensis Makino)系堇菜科堇菜 

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具清热、解毒和利湿的功效， 

全草含苷类、黄酮类等成分，其醇和水的提取物有较强 

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可用于治疗痈毒、腮腺炎和尿路 

感染等疾病 临床上由于紫花地丁对钩端螺旋体、金葡 

萄球菌和腐生葡萄球菌的抑菌作用强于蒲公英．常将 

二者合用．可以扩大抑菌谱以增强疗效[1-3]。但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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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在萌发过程中对温度十分敏感．最适发芽温度为 

25℃．在高温下(>30℃)根系变褐色并霉烂，在低温下(< 

20~C)萌发及生长缓慢 ．所以人工栽培面积很少．而野 

生资源破坏严重[4】。近年来关于紫花地丁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药理及有效化学成分分析等方面．对其离 

体再生体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试验以紫花地丁的 

子叶和下胚轴为外植体．首次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培养 

和植株再生体系．为进一步提高紫花地丁中有效化学 

成分、改良品种及转基因等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紫花地丁的种子采自河南省洛阳市周山 

公园．分别选取外形饱满的深褐色成熟种子和乳黄色 

未成熟种子各 100粒。流水冲洗后，置 70％酒精中浸 

泡 30s，0．1％升汞浸泡 6～8min，无菌水冲洗 5～7遍 ，接 

种于水琼培养基上 ．7d左右部分种子萌动，统计成熟 

种子和未成熟种子的发芽高峰日及发芽率 ．30d后获 

得无菌苗：待长至 3cm左右 ，取子叶、下胚轴各 30个 

为外植体．接种于附加不同激素的MS培养基上诱导 

愈伤组织(表 1)，隔 日观察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和生 

340、黑选169、K10对提高产量效应明显。穗长、容重、 

粒行数主要受加性效应控制．可在早代选择：单株产 

量、穗重主要受非加性基因控制，易受环境影响，不宜 

在早代选择。穗长、穗行数、穗粗与产量性状相关密 

切，其中穗粗与小区产量相关达到显著水平。 

利用双列杂交设计手段可以对亲本及杂交组合的 
一 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进行有效分析．应用 Zhang[11 

等介绍的 SAS应用程序简便、有效 ，通过对不同性状 

配合力的分析．可以有效地指导育种方案的设计和对 

优良亲本及优良性状的选择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北部．有效积温不足是玉米 

品种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因素．因而与我国其他地区相 

比．育种者更加关注于品种的早熟性．通过本项研究可 

以发现．早熟自交系在产量性状配合力表现上与国内 

应用的一些名牌晚熟自交系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 

并不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如何进一步提高育种材料的 

一 般配合力水平．是早熟区玉米育种工作者在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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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状态．采用 Excel对不同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率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筛选疏松易分化的愈伤组织分 

别转接至分化培养基(表 2)上诱导芽或根的分化，分 

别将高约 2cm的不定芽分割成单芽转接至生根培养 

基上诱导生根．将长约 lcm的不定根分割后转接至诱 

导芽的培养基上诱导芽：隔天观察培养物，对芽或根的 

诱导、生长进行评价，统计每克愈伤组织上诱导的芽或 

根的数目、发生频率和比例，后将诱导的植株炼苗移 

栽。上述实验中MS培养基的蔗糖浓度均为 3％，培养 

条件：培养室温度(25±1)℃，光照时间 12h／d，光照强度 

40~80t／,mol／m2·s。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熟种子和未成熟种子的发芽率 结果表明未 

成熟种子的发芽高峰 日平均为 7d。比成熟种子提前 

5d，其发芽率为 87％，远远高于成熟种子的9％。 

2．2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表 1) 经筛 

选。最适合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MS+2．4-D 0．5mg／L+ 

6-BA 0．5mg／L或者 MS+2，4-D lmg／L+6一BA 0．2mg／L，愈 

伤组织诱导率可达 100％：比较子叶和下胚轴的愈伤 

组织诱导率，经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这两种外植体诱 

导率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淡 

黄色疏松的愈伤组织更适合器官分化。 

表 1 不 同外源激素对不 同外植体愈伤组 织的诱导 

生长素 细胞分裂 子叶愈伤组 下胚轴愈伤组 

(mg／L) ~(mg／L) 织诱导率 织诱导率 生长状态 

2,4-13 NAA 6-BA (％) (％) 

基本培养基为 MS培养基．下表同 

表 2 不同外源激素对器官分化的影响 

2．3 比较不同培养基对器官分化的影响(表 2) 经筛 

选 ．诱导芽的最适培养基为 MS+6一BA lmg／L+2。4一D 

0．5mg／L，诱导根的最适培养基为 MS+2．4-D lmg／L+6一 

BA 0．2mg／L．结果表明紫花地丁可以通过生芽或者生 

根的2种器官发生途径形成再生体系 

2．4 生根培养基 分别将芽转接至无附加激素的 MS 

和 MS+IBA 0．2mg／L的生根培养基上．其中附加低浓度 

IBA(<0．2mg／L)l~培养基的生根速度较快 ．根系较粗壮， 

但是叶片易卷曲：而无附加激素的MS的生根速度较 

慢，但是叶片色深，无卷曲，易于炼苗。 

3 讨 论 

3．1 在组织培养条件下，未成熟种子(种皮乳黄色)的 

发芽高峰 日平均比成熟种子(深褐色)提前 5d，其发芽 

率也远比成熟种子高．因此建议使用同时期采集的未 

成熟种子作为供试材料 

3．2 2，4一D和 NAA是诱导愈伤组织的主要激素．相同 

浓度的2，4一D更加强效；6-BA起协同作用，但不能单独 

诱导愈伤组织：生长素的使用浓度应高于细胞分裂素， 

有利于愈伤组织的快速诱导，其中2，4-D的最高使用 

浓度为 2mg／L。 

3．3 当外源生长素的浓度继续高于细胞分裂素时．在 

愈伤组织上可诱导不定根的形成 ：使用 MS+2。4一D 

0．5mg／】L+6一BA lmg／L时，既有根的分化，同时还有少量 

芽的形成，说明诱导芽发生时，6-BA至少是 2。4一D的2 

倍以上．或者使用同浓度的 NAA则全部诱导芽的发 

生．再次印证了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分化作用以及 

2，4一D是强效生长素。结果表明紫花地丁可以通过生芽 

或者生根的2种器官再生途径．只需要常见的外源激 

素。容易进行组织培养，有效避免了种子萌发率较低、 

对温度要求较苛刻等不利因素。因此可以进行快繁。 

避免中药单纯采集对野生资源的破坏．同时人工栽培 

成群成片后 ，所成景观也极为美丽 。为早春季节增添 

了花色 

+++代表诱导速度快，健壮，++次之，+代表诱导速度慢且发育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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