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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勒的愈伤组织诱导及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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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罗勒愈伤组织诱导及植株再生方法，结果表明：诱导罗勒愈伤组织的适宜培养基为 MS 4-6-BAl ms／L+NAA1．0mg／L；丛生 
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MS +6-BAlms／L+KT0．5me／L+NAA0．5 H L，生根培养基为MS+6-BAl n~JL+KI10．5rag／L+NAP．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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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勒(Qcbmunbasilieum)为唇形科罗勒属一年生草本植 

物，在世界许多国家均有分布。是一种食药兼用的资源植 

物[ 。常用于治疗风寒感冒，具有抗肿瘤 2、抗氧化、降血糖 

作用，在临床上可治疗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塞 

等疾病_3]。由于罗勒含有B．芳樟醇、对烯丙基苯甲醚等几十 

种芳香成分_4J，可用于制造以罗勒芳香油为原料的美容化妆 

品及皂用高级香精。目前罗勒日益成为国内外医疗保健、食 

品、化工领域的研究热点_5l6 J。 

目前，关于罗勒的研究主要针对罗勒提取物成分的分析 

及相关物质的药理及临床试验[ l2． I7 J，另一方面主要是罗 

勒在饮食中的利用L3 J。在罗勒的培养方面只涉及到罗勒的 

传统种植【 ，在罗勒的细胞工程方面也有一定的探索ll J。 

笔者通过对罗勒愈伤组织诱导再生植株的方法进行研究，试 

图找出愈伤组织的最佳诱导条件及植株快速繁殖的方法，为 

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外植体材料为罗勒顶芽(1～2 cm)或带腋芽茎段 

(1～2节)。 

1．2 方法 

1．2．1 诱导愈伤组织。剪取幼嫩顶芽或侧芽茎段，用自来 

水清洗数次，放入干净的烧杯中。在超净工作台上，用0．1％ 

} l溶液浸泡5 min，无菌水荡洗6—8次。将材料修剪成约 

1 cm的茎段接种于培养基上，每个处理接种外植体3o个。 

培养基共8组(表 1)。所有培养基均含 l％琼脂，3％蔗糖，DH 

值5．6～6．0。高压灭菌锅中121℃下灭菌20min。培养温度 

为(24 4-1)℃，光照时间12 h／d，光照度为 1 000～l 500lx。 

1．2．2 由愈伤组织诱导芽。将绿色、质地致密、表面有颗粒 

状突起的愈伤组织用于芽的诱导。诱导培养基按 3因素3 

水平的正交法设计(表 2)，每组培养基接种愈伤组织 3O块， 

培养条件同上。 

1．2．3 继代培养。将愈伤组织上生长的不定芽切下，转入 

继代培养基中培养，继代培养基为：Ms+6-BA 1．0ms／L+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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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异／L+NAA 0．5Ⅱ L，培养条件同上。 

1．2．4 生根培养。将继代培养中生长到2 3 cm的无根小 

苗(3个叶节左右)转入生根培养基中，进行根的诱导。生根 

培养基为：MS+6-BA 1 meVL+IBA 0．5 mg／L+NAA 0．5 mg／L， 

培养条件同上。 

1．2．5 试管苗的移栽。当小苗长出4～5条，长约l～2cm的 

健壮的不定根时，将带试管苗的培养瓶移至室内散射光处， 

打开瓶盖2～3 d，即可完成炼苗过程。移栽时，将小苗取出， 

用自来水轻轻洗净，保持根系不受损伤，移入用 0．1％ 甲基 

托布津喷淋消毒的腐殖土与珍珠岩(3：1)的基质中。加盖遮 

光网和塑料薄膜遮光、保温，苗棚控制湿度 80％一90％，温度 

(25±2)oC，10 d后逐步揭膜．20d后即可移入营养杯栽培。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外植体接种到不同的培养基上，1 

个月后对愈伤组织的存活率、诱导率、生长状况、类型和褐变 

程度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l。 

表1 培养基成分及愈伤组织诱导结果 

注：+表示轻度褐变；++表示褐变较重1一表示不褐变。 

统计结果表明：①所有培养基均能诱导愈伤组织的形 

成。②含生长素2， D诱导的愈伤组织多为黄白色，愈伤组 

织生成后 2周便开始减缓生长趋势，不利于芽的诱导；超过 

继代周期后开始褐变，同时，2。 D浓度越高，愈伤组织褐变 

的时间越早。褐变的程度越高。③含生长素NAA诱导的愈 

伤组织均为绿色，并有颗粒状突起，是诱导芽的理想材料；愈 

伤组织持续生长的时问较 ，且褐变程度底，褐变数量少。 

结果表明：NAA是诱导绿色愈伤组织的主要因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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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培养物的生长情况，诱导愈伤组织的适宜培养基为：Ms 

+6-BA 1 nag／ L+NAA 1 mg／I~。 

2．2 由愈伤组织诱导芽 将绿色、质地致密、表面有颗粒状 

突起的愈伤组织转入芽诱导培养基中，在培养 30 d后对芽诱 

导率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愈伤组织诱导芽结果 

对正交试验各处理组合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试验组 4、 

5、6的平均诱导率达到67．8％，可见6-BA含量 1．0mg／T,为影 

响芽诱导的主要因素。试验组5诱导丛生芽的诱导率最高， 

达到83．3％，芽体生长良好。同时，在试验组1、6,8中由于生 

长素 NAA的缺少使大部分愈伤组织无法诱导出芽丛，可见 

NAA也是诱导芽的必要因素。 

结果表明：6-BA含量为影响芽诱导的主要因素，MS+6-BA 

1 me／L+KT1 mg／I~+NAA 1 me／T,是最佳的芽诱导培养基。 

2．3 生根培养结果 罗勒在离体培养过程中都体现良好 

的生根特性，在培养基 Ms+6．BA 1 H L+KT 0．5 L+ 

NAA0．5 nV=／T,上进行继代培养，已有部分小苗长出根系。 

在转入生根培养基 Ms+6．BA 1 nv=／L+IBA 0．5 nv=／L+NAA 

0．5 nv=／[ 上培养 10 d左右，则可获得健壮、发达的根系，并 

在距培养基表面 1 em左右处的茎段上长出白色气生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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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试验表明，小麦、油菜幼苗可以吸收处理液中的 Cu2 ， 

并在其体 内各部分积累，积累量随 cu2 浓度的增大而增 

加。小麦、油菜幼苗体内积累的 Cu2 越多，其生长受到的 

抑制作用就越大L5 J。这是因为 cu2 胁迫下的小麦、油菜幼 

苗体内生理生化过程紊乱，光合作用降低，吸收受到抑制， 

导致供给它们生长的物质和能量减少。Cu2 主要积累在小 

麦、油菜幼苗的根部，向上运输的能力较弱 j。这是因为 

Cu2+与植物作用时，最先接触到根部，根细胞壁中存在大量 

交换位点，能将 cu 固定在这些位点上，从而阻止 Cu2 进 

一 步向地上部分转移。因此，根是植物最重要的络合 cu2 

的部位，也是最易受 cu2 毒性影响的部位。 

加入球形红细菌菌液后，小麦、油菜幼苗各部分铜积累 

都有所降低，生长受到的抑制也有所缓解。高浓度菌悬液 

可以更明显地降低2种幼苗体内积累的铜，也更有利于缓 

解cu2+对2种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一是 

光合细菌为 G一原核生物，其细胞壁成分主要为肽聚糖，与 

根率达 95％以上。 

2．4 试管苗的移栽 当小苗长出4 5条，长约 1 2 cm的 

健壮的不定根时，对其进行炼苗，并按一k述方法移栽，成活 

率可达 80％以上。 

3 讨论 

罗勒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培养可以为细胞培养及植株再 

生提供材料来源。在培养过程中发现，罗勒愈伤组织的颜 

色与生长素存在着紧密联系，由2，4-D诱导的罗勒愈伤组 

织其颜色多为白色，容易产生褐变；由 NAA诱导的罗勒愈 

伤组织其颜色均为绿色，愈伤组织有较长的生长期，产生褐 

变的时间相对较迟。该研究已经成功地将由 NAA诱导的 

绿色愈伤组织诱导再生植株。由2， D诱导的白色愈伤组 

织能否用于细胞培养，并从细胞培养中获得 B 芳樟醇等有 

效成分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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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不同，但同样带负电荷和氨基、羟基等官能团，cu2 与 

球形红细菌菌液接触时，二者可以形成稳定的络合物 ；二 

是球形红细菌通过同化型硫酸还原作用及脱硫酶作用生成 

硫化铜沉淀。白红娟等发现在菌体生长稳定期，部分半胱 

氨酸及其衍生物通过半胱氨酸脱硫酶作用生成 sz，将 

cu2+转化为沉淀 Cus。因此，球形红细菌就可以减少环境 

中小麦、油菜直接吸收的Cu2 ，从而降低了小麦、油菜体内 

各部分铜的积累，减轻 cu2 对它们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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