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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花 地 丁 组 培 快 繁 技 术 研 究 

付 印 东 ，孙 晓 梅 ，杨 宏 光 ，王 亚 斌 

(1．沈阳市植物园景观部，辽宁 沈阳 1lOl63：2．沈阳农业大学 林学院，辽宁 沈阳 11o161) 

摘 要：以紫花地丁的茎尖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结果表明：外植体用7O 酒精处理 

30 St0．1 HgC1。处理6 min效果最佳；最佳生长和增殖培养基为：Ms+BA 3 mg／L+NAA 0．1 

mg／L~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 MS~BA 0．3 mg L+AC 0．3 I ，生根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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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地丁(Viola yedoensis)为堇菜科堇菜属多年生 

草本植物。其开花早、花期长，株型紧密、低矮，是布置 

花坛花境、点缀草坪道路的良好材料。同时还具有抗烟 

尘、抗污染、抗有毒有害气体等特点，因此是具有开发潜 

力的地被植物。但目前紫花地丁还处于野生状态，现对 

紫花地丁的组织培养进行了研究，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 

提供理论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组织培养实验室进行， 

以沈阳农业大学植物园内野生紫花地丁种子播种所得 

幼苗为试验材料。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的采集 待播种苗长出2片真叶时，切去 

根部，用地上部分作外植体。 

1．2．2 外植体的消毒 选取健壮无病的外植体，自来水 

冲洗3～4遍，冲洗干净后置于超净工作台上进行表面 

灭菌，消毒液使用 7O 乙醇和0．1 升汞溶液。表面灭 

菌后用无菌水浸洗 4～5次，以尽可能洗掉残留在外植 

体上的消毒液，每次 2 r 1in以上，最后放在灭菌后的滤纸 

上备用。 

1．2．3 培养基的配置 以下所用培养基均含有蔗糖 

3Vo，琼脂 8 g／L，pH 5．8。光照培养 ，每天光照 16 h，光 

强2 000 lx，温度(25±2) C。初代培养和继代培养：设 9 

种处理，配方 如下 ：MS；MS+NAA 0．1 mg／[ ；MS+ 

NAA 0．2 rag／L；MS十BA 1 mg／I +NAA 0．1 mg／I ： 

MS+BA l mg／[ +NAA 0．2 mg／I ；MS+BA 3 mg／L+ 

NAA 0．1 mg／I ；MS+BA 3 IT增／L+NAA 0．2 mg／L； 

MS+BA l mg／L；MS+BA 3 mg／I 。生根培养：设 8种处 

理，配方 如下：l／2 MS +BA 0．1 mg／L；1／2 MS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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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rag／L+AC 0．3 rag／L；1／2 MS +BA 0．2 m I ；!／2 

MS十 BA 0．2 H蜒／L+ AC 0．3 g／L；1／2 MS +BA 

0．3 m~／L；1／2 MS +BA 0．3 mg／I + AC 0．3 g／L；1,／2 

MS+BA 0．5 mg／I ；1／2 MS + BA 0．5 mg／L十 

AC 0．3 g／L。 

1．3 试验结果调查 

定期观察苗的生长情况，20 d后统计平均每株新展 

叶数、叶色及苗的生长状况。1个月后统计增殖倍数、增 

殖芽数、平均每株分化芽数。定期观察根的发生时问， 

统计生根率和平均根数。 

增殖倍数一可见芽总数／接种时总芽数；平均每株 

分化芽数一增殖芽总数／接种时总芽数；平均每株新展 

叶数一新展叶总数／接种总苗数；生根率( )一生根苗 

数／接种的总苗数 ×100；平均根数(条)一总根数／生根 

总苗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时间对紫花地丁外植体消毒效果的影响 

表 l 不同消毒时间对紫花地丁外植体消毒效果的影响 

70％酒精 0．1％HgCI2 接种株数 污染数 污染率 成活数 成活率 

／s ／rain ／个 ／个 ／ ／个 ／ 

由表 l可以看出，随着酒精和HgCl 消毒时间的增 

加，外植体的污染率和成活率都降低；酒精处理 60 S， 

HgC[ 处 理 8 min时污 染率 为 0，但 成活 率最 低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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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酒精处理 30 S，HgC1 处理2 min时成活率高达 

100％，但污染率为86．7 综合考虑污染率和成活率， 

酒精处理 30 S，HgC1 处理 6 min为最佳，污染率为 

16．7 ，成活率为83．3 。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紫花地丁生长及增殖培养的影响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对紫花地丁生长及增殖培养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不同培养基中外植体均可形成不 

定芽，且新叶展开数量差异不大，与激素配比关系不大。 

不加激素有不定芽分化，但长势较弱，增殖倍数最小为 

1．46。随着BA浓度的增高，增殖倍数不断升高，但 BA 

的浓度超过一定值时会抑制不定芽的生成。当BA浓度 

为 3 mg／L，N从 浓度为 0．1 mg／L时增殖倍数达到最 

大值 7．84。只加 BA时，外植体长势不强，且叶色偏浅 

绿，甚至发黄 

2．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紫花地丁生根生长的影响 

表 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紫花地丁生根生长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其配方均可以分化出不定根，生 

根率最低的也有 60 。当 BA浓度大于 0．3 mg／L时， 

生根率达到 100％。AC对平均生根数和根的长度影响 

不大。由表 3可 以看 出最佳 生根培养基配 方为 

1／2 MS+BA 0．3 mg／L+AC 0．3 g／L。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研究得出紫花地丁外植体用 70 9／6酒精处理 30 S， 

0．1％HgC1 处理 6 min效果最佳，污染率为 16．7 ，成 

活率为 83．3 。最适宜紫花地丁生长和增殖的培养基 

配方为 MS+BA 3 mg／L+NAA 0．1 mg／L。最适宜紫 

花地丁生根的培养基配方为 i／2 MS+BA 0．3 n1g／L+ 

AC 0．3 g／L，生根率达 100 ，平均每株根的数 目5条左 

右 ，根健壮，根毛比较丰富。 

3．2 讨论 

有研究表明，培养基中使用细胞分裂素和细胞生长 

素对不定芽的诱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BA与 IAA配合 

使用效果优于单独使用，这与试验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还有研究表明，BA对诱导生根的作用很大，但在研 

究中加入不同浓度的 BA虽然对紫花地丁生根影响并不 

明显。在增殖过程中，9种增殖培养基均可诱导紫花地 

丁产生不定根，甚至只加MS的培养基中也有发根现象。 

原因可能由于紫花地丁本身就是一种生根能力较强的 

植物。在试验中发现，AC对诱导生根也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加入 AC的培养基较不加的生长快，健壮。同时 

AC还具有吸附作用，吸附培养基中的有害物质，但 AC 

也吸附营养物质，因此在使用AC时，要注意与激素的配 

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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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the Viola yedoensis 

FU Yin-dong ．SUN Xiao-mei ，YANG Hong-guang~．WANG Ya-b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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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Liaoning，Shenyang 110161，China) 

Abstract：Selecting the vigorous and healthy stem top of Viola yedoensis as explants carried on the industrialized rapid 

clonal propag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lant hormone combination of MS+BA 3 mg／L+NAA 

0．1 mg／L was the bdst for callus induction and growth．1／2 MS+BA 0．3 mg／L+AC 0．3 g／L was the best for rootage， 

rooting rate wa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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