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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秋茄愈伤组织诱导的初步研究 

黄有军 (浙江林学院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浙江临安3113Oo) 

摘要 以秋茄顶芽和幼叶为外植体研究了光照和黑暗条件下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源生长素对秋茄幼叶 
愈伤组织形成是必需的，1,w,／L2， D或4,w,／L以上的NAA对愈伤组织形成有较好作用，添加一定量的外源BA有助于提高愈伤组织诱 

导率。2， D较NAA有较强的愈伤组织诱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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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茄(Kandelia cande1)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主要红树林造 

林树种_1 J，其自然分布北界位于闽北27。20 N，浙江温州有少 

量人工栽培i2-3j。浙江及以北海岸线一直缺乏很好的防护 

林体系_4I5 。至今尚未见红树秋茄组织培养的报道，建立秋 

茄组织培养体系为耐寒株系筛选奠定基础，也为在沿海盐碱 

地推广红树秋茄提供技术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自浙江乐清湾人工红树林胚轴，水培条 

件培养，长叶后取其顶芽、幼叶作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 

1，2 试验方法 将外植体放置 4℃冰箱 12 h后，在洗洁精 

溶液中浸泡5 min，自来水冲洗2 h，在无菌条件下将外植体置 

于70％乙醇浸泡 30 s，然后用 0．2％升汞溶液消毒8 min，无 

菌水漂洗4次，放入装有无菌水的培养皿中。在无菌水覆盖 

的前提下用非金属刀切取 2～3 mIn的顶芽、约9 nⅡn 大小的 

叶块接种在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外源生长素 

2，4_D、NAA以及不同浓度的外源细胞分裂素 6-BA作激素配 

比完全试验(表 1)。并加入琼脂 8 L、蔗糖和活性炭0，1％。 

置25℃培养，光暗周期 12 h／12 h，光强 2 000 lx，或完全黑暗 

条件。每处理接种 3o瓶。统计愈伤组织形成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光照或黑暗条件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光照条件下， 

其外植体顶芽7 d内均完全褐化；而外植体叶块除切口处稍 

有褐化外，材料基本保持绿色不变褐。黑暗条件下，外植体 

褐化现象总体上要比光照条件下轻，但顶芽外植体在十多天 

后仍然逐渐褐化而死亡。外植体叶块则一般无褐化现象。 

这可能是因为顶芽取的过大(2～3 m／n)，内部已分化形成初 

生维管柬，有一定的木质化成分，且次生物质已经开始积累。 

因此顶芽作外植体组织培养不合适，但可以尝试用茎尖(< 

0．5 mm)培养。用幼叶作外植体能有效避免褐化现象的发 

生。以下试验均以幼叶为外植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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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愈伤组织发生 接种 20 d后在切口处略能看到愈伤组 

织，30 d左右愈伤组织逐渐明显，松散，呈淡黄色。之后愈伤 

组织不再扩大，约60 d愈伤组织逐渐变黄变枯死亡。 

2．3 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由表 1可知， 

不加激素条件下，外植体叶块在基本培养基上培养不能形成 

愈伤组织，仅施加外源细胞分裂素(BA)而无外源生长素，同 

样不能形成愈伤组织，而在施加外源生长素的前提下，不论 

有无 BA，愈伤组织均可发生，说明外源生长素对秋茄树幼叶 

的愈伤组织形成是必需的。2，4_D能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 

2，4_D 1 m#L较0．5 m#L有更好的诱导率，如培养基③诱导 

率(3o．8％)较②(18，5％)高，⑦较⑥高，⑨比⑩高，⑩比⑩高。 

但当2，4_D浓度提高到2 m#L时诱导率下降。在不添加外 

源BA的前提下处理②～④，愈伤组织能够发生，但形成率不 

高；而添加了外源 BA后，形成率有一定程度提高，其中处理 

⑨最高，达57．1％。当BA浓度达 4 m#L时，愈伤组织形成 

率有所下降，说明一定浓度的 BA在愈伤组织形成过程中有 

增进作用，但浓度不能过高。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当外源生长素为 NAA时，其愈伤组织发生规律与2，4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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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 2．1 不同配方培养基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2．1．1 母种不同配方培养基菌丝生长情况。采集野生松乳 

菇子实体进行组织分离。将紫肉和黄肉两种菌株子实体组 

织块分别接种到5种不同培养基上，于25℃下恒温培养，3～ 

4 d后即长出菌丝体，15 d左右布满试管斜面，然后提纯扩 

接。扩接的母种生长速度快，仅4～6 d即可满管。由表 1可 

见，5种母种培养基配方均适宜松乳菇菌丝体的生长，其中配 

方②生长速度最快，4 d满管，且菌丝生长势强，菌丝粗壮、洁 

白、浓密；其余依次是配方⑤和配方④、③、①。 

表1 在不同培养基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2．1．2 原种、栽培种不同配方培养基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由表2可见，7种培养基对菌丝体的生长速度和长势均有显 

著影响，其中配方⑦菌丝生长速度与生长势均最好，为最佳 

配方，其余从生长速度来说，依次配方为⑥、⑤、③、②、①、 

④，但从生长势来看，配方②、③相对较弱，可能与松林土营 

养成分少有关。原种与栽培种两者的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2．2 模拟栽培驯化试验 在室内人工栽培能观察到有菌丝 

长出，几天后发现菌丝慢慢消失，此时检查发现菌丝生长过 

程中有大量虫螨侵害。室外栽培观察，前期有菌丝出现，后 

期菌丝逐渐变少。半人工模拟栽培亦未取得预期结果，可能 

与播种后当地气候干旱少雨有关。 

+ *+ 一+ ··+ ··+ *+ “+ ·· 

表2 不同配方培养基对原种和栽培种菌丝生长的影响 

3 结论 

(1)母种培养基以配方②为最佳，即：马铃薯200．00 g，葡 

萄糖 20．00 g，琼脂 20．00 g，蛋白胨2．00 g，硫酸镁 1．90 g，磷酸 

二氢钾3．75 g，VB1 12．5 nag，水 1 000ml。 

(2)原种、栽培种培养基配方。试验结果表明，无松林 

土、有松木屑的培养基，松乳菇菌丝均能生长，其中以配方⑦ 

即棉籽壳 88％、松木屑 10％、糖 2％的最佳，菌丝生长最快， 

长势最好，菌丝粗壮、洁白、浓密。 

(3)经过在室内、室外人工模拟栽培松乳菇，能观察到菌 

丝体，但未看到子实体形成，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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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基本一致，外源NAA能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且随着浓 

度的提高(0～4mg／L)，其形成率呈上升趋势。另外，相同浓 

度2，4．D和NAA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不同，NAA诱导率要低于 

2，4-D。低浓度的BA在其中起促进作用，高浓度的 BA则对 

愈伤组织形成有阻碍作用。 

2．4 光照或黑暗条件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由表 1可 

见，在2，4．D和BA相同配比的前提下，黑暗条件下愈伤组织 

形成率高于光照条件，说明秋茄树幼叶愈伤组织形成不需要 

光照的参与，而在黑暗下可能会减少一些体内的消耗，从而 

促进了愈伤组织的形成。 

3 结论与讨论 

(1)顶芽(2～3 mm)褐化明显，幼叶褐化程度低，可以作 

为红树秋茄组织培养的的外植体。黑暗条件可以减少褐化 

现象的发生，与报道相吻合l6 。 

(2)外源生长素对秋茄幼叶愈伤组织形成是必需的，这 

与银杏愈伤组织诱导一致[ 。当2，4-D浓度在 l,w,／L时有 

较高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添加一定量的外源 BA有助于提高 

愈伤组织诱导率，过高的外源 BA则抑制愈伤组织的发 

牛 、 

“ + ”+ *+ ”+ “+ *+ *+ -一+ “+  + *+ “+ *+ ”—- * 

(3)NAA浓度1>4 nW'L时对秋茄产生较高的愈伤组织诱 

导率。相同浓度下2，4．D诱导愈伤组织的能力较 NAA强。 

(4)秋茄愈伤组织形成不需要光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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