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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球蔬菜白蓝愈伤组织诱导 

及增殖的影响因素探讨 

卢永奋，马春梅，黄锐明，谢晓凯，柳江海，卢海强 

(汕头市白沙蔬菜原种研究所，广东 汕头 515800) 

摘 要：研究结果表明，结球蔬菜白蓝不同外植体在添加 KT 2．0 mg／L、NAA 0．2 mg／L的MS培养基上可诱导出愈 

伤组织、不定芽和不定根，茎尖、茎段、叶片的愈伤组织最高诱导率分别为76．47％、80．95％、l8．18％，但不同外植体和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愈伤组织分化能力有明显的影响。 

关健词：白蓝；外植体；组织培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6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74X(2006)10—0026—03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difference explants from Brassica pekinenis X B．oler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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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fference of Brassica pekinenis×B．olercea as the explants was cultured in tubes containing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KT 2．0 mg／L and NAA 0．2 mg／L．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eristem，stem一,segment and leaf could 

induce callus，adventitious bud and adventitious root．The percentage of callus formation was up to 76．47％、80．95％、18．18％ ， 

The effect of callus formation was evident in different explants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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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蓝(Brassica pekinenis×B．olercea)是芸薹属蔬 

菜大白菜和结球甘蓝种间杂交育成的结球性蔬菜，其 

杂交成功率极低，后代不易结籽，利用大田优良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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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织培养是获取和保存其种质资源的有效途径之 
一

。 有关研究证明，建立高效的组织培养再生体系是 

植物组培技术实用化的首要条件l 。赵德培l J和崔 

琪(1978)曾利用远缘杂交通过胚培养拯救技术获得白 

蓝种间杂种植株。但目前较少有关利用白蓝单株离体 

培养获得植株的研究报道。为此，我们对影响白蓝茎 
- ,att~-,att~-,at 

后的大白菜幼苗内源激素代谢有关。据推测，壳聚糖 

促进作物生长可能是通过调控内源激素水平，影响植 

物多种酶的合成及相关生理生化实现的[ 。在研究 

过程中发现，壳聚糖的使用表现出与生长素相类似的 

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浓度效应，但壳聚糖种子包 

衣处理能够提高大白菜幼苗内源生长素和赤霉素含量 

和作用机理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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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茎段 、叶片组培的因素进行研究，现将初步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不同消毒时间试验 

供试白蓝引自日本，选择大田优良单株的茎尖、茎 

段(带腋芽)、叶片作组培材料。各种外植体先用70％ 

酒精浸泡 15 S，无菌水洗涤，然后放人 0．1％HgC12溶 

液进行消毒。外植体消毒时间分别设8、l5、20 min处 

理， 肖毒后接种培养，每种外植体接种 l5块，培养 20 

天后统计污染外植体数，计算污染率。污染率(％)= 

污染数傲 种数X 100。 

1．2 不同诱导培养基试验 

试验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不同浓度配 

比的6一BA、KT、NAA，共设 l0种诱导培养基处理(表 

2)。外植体消毒后用无菌水冲洗 5～6次，吸干水分， 

切取茎尖长约 0．5 cm、茎段长约 l cm、叶片 l cm2大 

小，分别植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各种培养基均加 

人蔗糖 3％、琼脂0．8％，pH值调至 5．8。接种后，置 

于培养室中培养，培养温度为(21±2)℃，光照强度为 

3 000 lx，每天光照12 h。培养后 35天统计愈伤组织 

分化数，计算诱导率。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化数／ 

接种数×100。 

1．3 不同继代培养基试验 

切取已形成的愈伤组织大小约 1．0 cmX 1．0 cm， 

接种于继代培养基中进行继代培养，接种愈伤组织团 

块数及培养基配方见表3，每 l4天为一个继代周期。 

继代培养l4天后观察不定芽生长情况，并统计增殖芽 

数和增殖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成活的影响 

外植体消毒成功与否是组培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步骤之一。由表 1看出，在 0．1％HgCl2溶液中消毒 

8、l5、20 min，茎尖的污染率分别 为 60．()(】％、53． 

33％、20．()(】％，茎段的污染率分别为 80．()(】％、40． 

()(】％、33．33％，叶片的污染率分别为 66．67％、46． 

67％、40．()(】％。据观察，消毒时间短(8 min)时，外植 

体损伤小，但污染率高，未污染外植体接种后无褐化 

死亡现象；消毒时间长(20 min)时，对外植体的杀伤 

和抑制作用较大，未污染材料在培养 4天后水浸状或 

褐化死亡比例高。对消毒时间超过 15 min的未污染 

新鲜叶片进行接种培养，结果外植体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表现萌动迟钝，甚至不萌动。根据试验结果认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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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1％HgOI2浸泡时间对白蓝外植体消毒效果的影响 

外植体 娄 
茎尖 

茎段 

叶片 

60．00 

53．33 

20．00 

80．00 

40．00 

33．33 

66．67 

46．67 

40．00 

蓝外植体消毒时间以茎尖和茎段为 15 min、叶片为8 

min较适宜。 

2．2 不同类型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据观察，白蓝不同外植体在诱导培养基上培养7 

天后，部分外植体切口处明显增厚，开始萌动；培养30 

天后，能产生明显的团块状愈伤组织及少量不定根。 

不同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的快慢及团块大小、颜 

色、质地有很大的差异。其中茎尖的愈伤组织分化比 

例最高为76．47％，带腋芽茎段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为 

80．95％，而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仅为 l8．18％。茎 

尖、茎段产生的愈伤组织质量较好、形成时间短且伴有 

少量不定芽生成，尤其是带腋芽的茎段，在产生愈伤组 

织的同时，多数幼苗由腋芽直接萌生，出苗时间更早； 

叶片产生的愈伤组织质量差、团块小，容易褐化死亡， 

成活的愈伤组织需经较长时间继代方能产生不定芽。 

2．3 不同生长调节剂配比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愈伤组织诱导率随细胞分裂素 

和生长素浓度的增加而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茎尖、 

茎段、叶片在 Al培养基 (6一BA 0．1 mg／L+NAA 

0．1 mg／L)中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别为 36．36％、 

35．7l％和0，在 A5培养基(6一BA 2．0 mg／L+NAA 

0．2 mg／L)中分别提高到 61．29％、75．5l％和 

l6．67％，在 Al0培养基(KT 2．0 mg／L + NAA0．2 

mg／L)中则分别提高到 76．47％、80．95％、l8．18％。 

据调查，A1、A6培养基中形成的愈伤组织团块直 

径分别在0．3 cm以下和 0．3～0．6 cm之间愈伤组织 

质地致密，淡绿色，伴有不定根生成；A5、A10培养基 

的愈伤组织团块直径分别为 0．7～1．2 cm和 1．0～ 

2．5 cm，质地中等，淡绿色，不定根少。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6一BA、KT对白 

蓝愈伤组织分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生长素 NAA只 

对愈伤组织分化起辅助作用，但根系生成对低浓度 

NAA敏感，IAA、IBA的作用与 NAA类似。在白蓝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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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生长调节剂配比对 白蓝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浓度(mg／L) 茎尖 茎段 叶片 

培养基 6
一 队  KT NAA 

A1 0．1 0 0．1 33 12 36．36 42 15 35．71 25 0 0 

A2 0．2 0 0．1 31 12 38．70 39 15 38．46 22 0 0 

A3 0．5 0 0．1 27 15 55．56 43 18 41．86 25 0 0 

A4 1．0 0 0．2 30 17 56．67 38 25 65．79 26 3 11．54 

A5 2．0 0 0．2 31 19 61．29 49 37 75．51 30 5 16．67 j 

A6 0 0．1 0．1 34 10 29．41 44 8 18．18 22 0 0 { 

A7 0 0．2 0．1 32 13 40．62 40 9 22．50 24 0 0 

A8 0 0．5 0．1 34 17 50．00 40 21 52．50 24 0 0 

A9 0 1．0 0．2 27 17 62．96 43 21 48_84 24 4 16．67 

A10 0 2．0 0．2 34 26 76．47 42 34 80．95 22 4 18．18 

导愈伤组织过程中，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使用浓度 2．05、4．66、2．45倍；在 NAA 添加浓度为 0．1～ 

并非越高越好，一般应分别控制在 1．0～2．0 mg／L和 0．2 mg／L的条件下，随着6一BA、KT浓度的升高，不 

0．1～0．2 mg／L的范围内。 定芽增殖量呈下降趋势，而不定芽粘连或丛叶状等不 

2．4 不同生长调节剂配比对继代增殖的影响 良植株比例增加。说明在白蓝愈伤组织继代培养中， 

将愈伤组织切割后接种人继代培养基中，培养 l4 适当降低细胞分裂素浓度有利于芽的分化。从本试验 

天可获得丛生的不定芽。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生长 结果看，MS+KT 0．1 mg／L+NAA 0．1 mg／L培养基 

调节剂配比培养基处理的继代增殖量亦存在差异，其 (B5)中的不定芽粗壮、浓绿、容易生根，是继代增殖的 

中B1、B4、B5、B8培养基 的增殖倍数分别为 3．03、 有效培养基。 

表 3 不同生长调节剂配比对 白蓝继代增殖的影响 

浓度(rag／L) 接种芽数 培养后 14d 一 ． 
． ⋯  

’ 歪  6一BA KT NAA (块) 芽数(块) 增殖倍数 1、疋才 土低扒叽 

B1 0．1 0 0．1 40 121 3．03 健壮、浓绿 

B2 0．2 0 0．1 40 126 3．15 健壮、浓绿 l 

t33 0．5 0 0．1 43 137 3．19 部分发育不良 l 

B4 1．0 0 0．2 40 82 2．05 健壮，部分畸形 l 

B5 0 0．1 0．1 44 205 4．66 健壮、整齐 I 

136 0 0．2 0．1 40 124 3
． 10 健壮、浓绿 l 

t37 0 0．5 0．1 40 92 2
． 30 部分发育不良 l 

138 0 1．0 0．2 42 103 2．45 部分畸形 l 

结{五 果还表明，MS+KT 2．0 mg／L+NAA 0．2 mg／L和 
。 毒口 陋  

MS+KT 0．1 mg／L+NAA 0．1 mg／L分别是结球蔬 

组织培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结球蔬菜白蓝的组 菜白蓝愈伤组织诱导及继代增殖的适宜培养基。 

≥ 。 、 竺量曼 参考文献： 型
、消毒时间、培养基中的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和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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