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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组织培养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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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紫苏的幼嫩茎尖、带叶腋芽和嫩叶为外植体，建立了其组织培养实验体系。最佳培养基组合为：诱导培养基 

MS+6一BA3．0 mg／L+NAAO．5 mg／L；再分化培养基 MS+6一BA3．0 mg／L；增殖培养基 MS+6一BA2．0 mg／L；生根培养基 

1／2MS+NAAO．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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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Perilla frutescns L)为唇形科紫苏属一年生草本 

植物，又称为桂荏、赤苏、白苏、回回苏、香苏等。原产于中 

国和泰国，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我国华北、华中、华南、 

西南及台湾都有野生和栽培种，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紫苏的利用价值极其广泛，全株均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具有 

低糖、高纤维、高矿质元素的特点，种子含有大量油脂；紫苏 

还有很多药用价值，可增食欲、降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同时紫苏具有特异芳香，广泛用于各种香精，还有杀菌防腐 

作用。[1-3]紫苏具有重要开发利用价值，市场需求旺盛。 

本实验以野生紫苏为材料，通过对其幼嫩茎尖、带叶腋芽、 

嫩叶的组织培养，建立了诱导、分化、增殖、生根等一整套离 

体快繁体系。这对紫苏种质的保存，抗逆新品种的培育和 

推广以及规模化生产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的获得 

以野生紫苏幼嫩茎尖、带叶腋芽、嫩叶作为实验材料。 

3月中旬将紫苏种子种植在实验室花盆中，覆土0．5—1 

em，20 d后出苗，发芽率26％，5月份当株高20 cm左右时 

分别进行取材，将材料在自来水下冲洗10 min，马上组培。 

1．2 培养基 

诱导、再分化与增殖基本培养基为MS培养基，生根培 

养基采用1／2MS培养基，l4 每种培养基附加不同配比的 

6一BA、NAA和IBA等激素，蔗糖30 L，琼脂7 L(生根 

培养基琼脂6．5 L)，pH6．0。 

1．3 培养条件 

培养物置于光照培养箱内，培养温度为25±2℃，光照 

强度为2000～3000 lux，光照时间为12 h／d。 

1．4 培养方法 

消毒方法 于超净工作台上外植体先用70％乙醇消 

毒30 s，后用0．1％L汞消毒6～8 min，无菌水冲洗3～4 

次，准备接种。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 紫苏嫩叶消毒后，切取靠嫩叶中 

脉附近1 cm 左右见方的叶块，以叶背接触培养基，用镊子 

将叶片铺平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每种培养基上均接种4JD 

片，每个三角瓶接3片。 

再分化培养 将愈伤组织从叶片上切取下来接种到再 

分化培养基上，要让愈伤组织嵌入培养基，根据愈伤组织块 

的大小，大的每个三角瓶接2个，小的每个三角瓶可接4 

个，使其再分化出不定芽。 

增殖培养 将幼嫩茎尖和带叶腋芽接种到增殖培养基 

上，每个三角瓶接3株，1个月后统计增殖率。 

生根培养 切取3—4 cm左右的组培苗分别接入各组 

生根培养基中，每个三角瓶接3株，每处里接种30株。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紫苏叶片在不同的诱导培养基上经过培养，15 d左右 

在叶片边缘出现淡黄绿色的愈伤组织，40 d左右愈伤组织 

长成大约0．3—1 cm大小，颜色为浅绿色或绿色，比较致 

密。观察并记录数据。 

通过表1比较，可以看出接种在MS+6一BA3．0 mg／L 

+NAA0．5 mg／L培养基上，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比较 

好，诱导率高，而且观察可以看出愈伤组织块相对较大，颜 

色较绿，也比较紧实；接种在 MS+6一BA1．0 mg／L+ 

NAA0．1 mg／L培养基上诱导率相对较低，观察可以看出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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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愈伤组织块生长的较小，数量比较少。但在两种培养基 组织最好采用MS+6一BA3．0 mg／L+NAA0．5 mg／L培 

上愈伤组织发生时间较同步。所以，对紫苏叶片诱导愈伤 养基。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2．2 再分化培养 

将叶片愈伤组织切取下来，用解剖刀去掉过于松散的 

部分，接种到再分化培养基上，使愈伤组织约 1／4—1／3部 

分嵌入到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和观察，1个月后记录数据， 

见表2。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再分化倍数的影响 

在再分化培养过程中，有2个愈伤组织变成褐色，最终 

死亡，并且有少部分较小的愈伤组织没有再分化出不定芽， 

有些大而紧实的愈伤组织分化出茂密的芽丛。从表2可以 

看出MS+6一BA3．0 mg／L培养基是较好的再分化培养基。 

将再生芽分别切取下来转接到1／2MS+6一BA0．1 mg／L+ 

NAA0．2 mg／L培养基上进行壮苗培养。 

2．3 增殖培养 

将幼嫩茎尖和带叶腋芽接种到增殖培养基上，茎尖和 

芽的顶端朝上，经过培养均能增殖出新的不定芽，1个月后 

记录数据，见表3。 

表3 培养基与外植体种类对增殖倍数的影响 

两种外植体总体上在MS+6一BA2．0 mg／L培养基上， 

增殖的芽数较多，但芽体较细弱，茎细、矮且叶片小，而在 

MS+6一BA1．0 mg／L+NAA0．1 mg／L培养基上增殖的芽 

数相对较少，但比较健壮，茎粗壮、高，也有较大的叶片。单 

从增殖倍数上考虑可以选择MS+6一BA2．0 mg／L，不过生 

产上最好采用MS+6一BA1．0 mg／L+NAA0．1 mg／L培养 

基，不但有较高的增殖倍数，而且壮苗数较多，便于生根和 

移栽。 

2．4 生根培养 

在紫苏组培苗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以前，先接种到 

1／2MS+6一BA0．1 mg／L+NAA0．2 mg／L培养基上进行壮 

苗，促使组培苗的茎长高、长粗，当茎高到3-4 cm时，可将 

其转到生根培养基上。生根情况见表4。 

表 4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率与平均根数的影响 

将组培苗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上，一般7—10 d出现根原 

基，时间上接种在1／2MS+NAA0．5 mg／L培养基的稍早并且 

较同步，接种在其它两种培养基上的稍次之。通过表4可以 

看出接种在三种培养基上紫苏组培苗的生(下转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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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理解和掌握程度来选择所 

要学习的内容，也可以进行自我设计、自我组织和自我评 

价。这种双向式的学习活动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 

2，4 有利于资源共享 

CAI教学的核心是CAI课件。制作好的课件可以制作 

成光盘或者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和交流，从而能够在更广 

阔的范围内实现共享。目前在许多网站上都有可供免费下 

载的分子生物学课件。在教学中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或根 

据自己的教学情况对这些课件进行修改后再使用和交流。 

经过不断地完善，这些课件可以集许多教师的经验于一体。 

3 CAI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3．1 加强CAI课件的制作 

CAI课件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好的CAI课件集 

科学性、教育性、趣味性于一体，可以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应 

用。但目前所见到的优秀课件还不多，大部分不能直接 

“拿来用之”。因此高校教师应该自己动手设计、开发、制 

作分子生物学课件。只有亲自动手制作，才能更好地用于 

自己的教学中。制作课件，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也需要 

精通一些计算机软件和编程知识，同时还应该具备教育心 

理学和美学素质。 

3．2 CAI要运用得当 

在分子生物学教学中，不能为了刻意追求现代化教学 

手段而盲目地使用CAI，必须讲究一个“度”。例如，对于一 

些浅显的知识点，单靠教师的讲授学生就可以理解掌握的， 

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使用CAI了。CAI教学中的动画、声音 

等过多的刺激不但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且也浪费资源 

和时间，影响教学效果。 

3．3 CAI不可代替传统教学和实验教学 

尽管CAI教学比传统教学有着更大的优越性，但CAI 

是不可代替传统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在传统教学中，教师 

的语言艺术起着关键作用。教师上课时就像在表演一样， 

生动形象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语调，配以适当的表情和手 

势，在讲授知识的同时也传递着情感。单纯的CAI教学是 

无法达到以情感人的。此外，教师的板书设计还可以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适时启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的 

环节中，对发展思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用CAI课件 

对复杂、抽象的动态，微观过程进行模拟演示，有助于学生 

的理解，对于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十分有利。但以CAI代替 

实验教学是行不通的，CAI不是万能的，只能作为传统教学 

的补充和提高。 

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分子生物学教学中尚处于起步和发 

展阶段。在教学中推广CAI是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分子 

生物学教师应该积极地将CAI合理地应用到教学工作中。 

相信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CAI在分子生物学教学中 

将有着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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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l19页)根率均较高，且差别不大，但接种在 

1／2MS+NAA0．2 mg／L培养基上平均根数最高。所以 

1／2MS+NAA0．2 mg／L培养基是较好的生根培养基。到 

35 d时根长到l—1．4 cm长，即可进行拣苗移栽。 

3 讨论 

(1)紫苏是一种食用、药用为一体的经济作物，利用价 

值高，但其种子是小坚果，发芽率较低，通过组织培养可以 

大量繁殖组培苗，通过合理计算组培时期，可以满足生产的 

需要。 

(2)由于紫苏不耐低温，目前其种植区域主要在南方， 

无法满足北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求。通过建立其组织 

培养再生体系，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导入抗冻基因，再生出植 

株，经田间试验筛选出适合北方气候的品系。 

(3)紫苏靠种子进行繁殖，种性易退化，从而限制了 

生产的发展。以紫苏幼嫩茎尖为外植体进行增殖培养，可 

以获得大量再生植株，还可以达到去除病原、提纯复状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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