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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秦新民，杨华，韦素玲 (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 [目的]进一步探讨罗汉果高效再生系统的建立条件。[方法]通过研究外植体苗龄、激素组合等因素对罗汉果离体繁殖影响，建 

立了罗汉果高效再生系统。[结果]3～9 d苗龄子叶与不定芽分化的关系研究表明，在3—6 d内，子叶不定芽的分化率随着苗龄的增加 

而增加，以6 d的子叶出芽效果最好(83 3％)，随后不定芽分化率逐渐下降。BA和 IBA不同浓度组合对子叶不定芽诱导的影响表明，在 

Ms+BA 1．0 mg／L+IBA 0．5 mg／L+3％蔗糖 +0 65％琼脂(pH值 5．8)培养基上子叶外植体不定芽的诱导率达到 85 7％；在 1／2 MS+ 

IBM．0mg／L液体培养基上无菌苗发根率可达91．7％。抗生素敏感性试验表明，当培养基中添加 10和20 mg／L的潮霉素即能完全抑制 

不定芽和不定根的分化。【结论]IBA与 BA配合使用对罗汉果不定芽的分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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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Propagation of Siraitia Grosvenorii 

QIN Xin-mhl et al (College of Life Science，Guar~i Normal University， 1in，Guangxi 541OO4) 

Abslraet lObjectiveJ The aim ofthe research was to discuss the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 efficient regeneration system of Siraitia grosvenorii fur— 

ther．【MethodJ Based on studyingthe effects offaeloIs suchasthe seecUing age ofexplant，hormonecombinations onthe propagationin vitro，the efficient 
regeneration system of S．grosvenorii was established l Result l The research on the coITelation betwl~n cotyledon with the seedling age of3～9 d and the 

adventitions bud differentiation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adventitious bud in cotyledon w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seedling age 

witllin 3～6 d． Ihe germination effect ofcotyledonwiththe seedling age of6 dwas best(reaching 83．3％)andthen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adventitious 

bud was gradually decreased． nle research ofthe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BA and IBA with different conen．on the adventitious bud differentiation of 

cotyledon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adventitious bud in cotyledon explant on the nledium ofMS+ BA 1．0Ⅱ L+ IBA0．5Ⅱ L +3％ su— 

close +0．65％ agar(pH value of5．8)reached 85．7％ ． Ihe rooting rate ofaseptic seedlings ontheliquidmedium of1／2MS andⅢlA1．0mg／Lcould 

91．7％ ． n1eantibiotie sensitivity test showed ad(hI壕 10 and20 m Lhygremyeintothe F~dium couldinhibitthe differentiationofadventitious buds 

and roots．I Conclusion l Ihe combination use of IBA and BA had an obvious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adventitious bud in S 

grosven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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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Siraitia grosvenorii(Sv．ngle)C．Jeffery]主要产于广 

西桂林，是我国传统的药用植物，有润肺止咳、凉血、润肠通 

便的功效。同时，罗汉果甜甙是一种低热量高甜度的天然甜 

味剂，用途非常广泛_1 J。目前罗汉果生产中存在根结线虫 

病、疮叶丛枝病、花叶病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罗汉果的产量和 

品质。因此，培育高抗性品种以适应生产的需要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通过植物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外源抗性基因导入受体植 

物培育抗病、抗虫品种，是进行罗汉果选育种的有效途径，而 

罗汉果组织培养中高效再生系统的建立是实现上述目标的 

关键步骤之一L2J。罗汉果的快速繁殖和脱毒研究已有一些 

报道l3 J，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罗汉果高 

效再生系统的建立条件，为今后开展罗汉果抗病、抗虫基因 

工程研究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罗汉果种子。 

1．2 试验方法 

1．2．1 子叶不定芽的诱导。选取饱满种子，剥去种壳，0．1％ 

HgC12溶液消毒8～10 min后，用无菌水冲洗 4次。然后用无 

菌纸将其表面水分吸干，最后将消毒过的罗汉果种子分别接 

种在不同培养基中诱导萌发。培养条件为：光照强度 1 000 

～ 1 500 lx，光照时间 16 h／d，温度为25℃左右。切取不同苗 

龄的子叶，接入含不同生长调节剂组合的MS培养基上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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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芽的产生。培养 30 d后统计子叶不定芽诱导情况。 

1．2．2 生根及试管苗移栽。当诱导的不定芽长到 3～4 am， 

有4～6片叶子时，将无菌苗切下，转至含不同生长调节剂的 

液体培养基中诱导生根。培养 20 d后统计根的生长情况及 

每株苗的出根数。然后将生长壮健的试管苗开盖，在培养室 

光照下，炼苗2 d后取出试管苗，将根部培养基冲洗干净后移 

栽到盆中，用塑料薄膜遮荫保持一定湿度，7 d后揭开塑料薄 

膜，待幼苗生长良好后放到室外培养。 

1．2．3 潮霉素(Hyg)抗性筛选。切取 6 d的无菌苗的子叶和 

2～3 am高的不定芽分别接种于含不同浓度的Hyg的 Ms+ 

BA 1．0 mg／L+IBA 0．5 mg／L培养基和 1／2 MS+ IBA 1．0 

mg／L~体培养基上，观察不定芽和不定根发生情况。 

表 1 子叶生长时间对罗汉果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lhble 1 Effects of~ yinion growth time on advcrlfifious bud indll~onof 

Sb~／a grosvenor／／(Swir~le}C．Jdfery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苗龄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比较了3～9 d苗龄子 

叶与不定芽分化的关系，在 3～6 d内随着苗龄的增加，子叶 

不定芽的分化率也随着增加。随后不定芽分化率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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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6 d的子叶出芽效果最好，苗龄短和苗龄长的子 

叶对不定芽的分化不太理想。 

2．2 BA和IBA不同浓度组合对子叶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子叶接人含 IBA 0．5 mg／L+BA 1．0～2．0 mg／L的培养基 3 d 

后开始长大，变绿，2周左右子叶切口一端开始长出绿色的愈 

伤组织，并陆续长出芽。结果表明(表2)，3种培养基均能诱 

导出不定芽，但诱导率和不定芽的生长情况有一定差异，以 

IBA0．5 mg／L+BA 1．0 mg／L的组合诱导率最高。 

表2 BA和IBA不同浓度组合对罗汉果子叶外植体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I~llble 2 Effeels ofdiffermt BA and IBA eombinalion concent~fion on ad． 

ventifious Imd．n 0n of盛 grosvenorii(Swingle)C．Jeffrey 

注：基本培养基均为MS。 

2．3 罗汉果组培苗的生根培养 将3～4 cm高的不定芽切 

下，转移到含不同生长调节剂组合的培养基中诱导生根，9 d 

后陆续诱导出根。由表3可见，NAA和 IBA都能诱导不定根 

的发生，但两者效果不同。笔者使用 NAA时植株基部产生 

大量白色疏松状愈伤组织，在清洗和移栽过程中根容易脱 

落，且愈伤组织较多易造成烂根现象，影响移栽成活率；而 

IBA表现为不定根生长健壮，产生愈伤组织较少，移栽成活率 

高。其中以添加 IBA1．0 mg／L的生根效果最好，表现为根多、 

根较粗短、叶色浓绿、植株粗壮，具有浓密的根毛。 

表3 不同生长素对罗汉果苗生根的影响 

"I~llble 3 Effeels of different BA IBA eOllli~llalion concentration oil 

ro~ng of S／ra／t／agrosvenmff(Swh~e}C．Jeffery 

注：基本培养基均为 1／2MS。 

2．4 潮霉素对不定芽和不定根诱导的影响 切取培养 6 d 

的无菌苗子叶，接种于含不同浓度 Hyg的MS+BA1．0 mg／L 

+IBA0．5啤 培养基中，结果表明，潮霉素对子叶器官分化 

影响较大。10 me／L的潮霉素能完全抑制子叶不定芽分化， 

即使低浓度的 nyg也能使其分化系数明显降低(表4)。潮霉 

素对不定根的诱导同样有很大影响，20 me／L的潮霉素能完 

全抑制根的发生(表5)。 

2．5 幼苗移栽 幼苗移栽前揭开培养瓶瓶盖，让幼苗在培 

养室光照下锻炼 2 d，然后取出幼苗，洗净根部的培养基，移 

栽植于盆中。栽植后盖上塑料薄膜 7 d，保温保湿，待幼苗恢 

复生长后揭盖。幼苗长势良好后移至自然条件下生长。试 

管苗的质量对移栽成活率有很大的影响，根粗、苗壮、具有 3 

～ 4叶片、呈绿色或深绿色的壮苗较易成活，而根细长、苗细、 

叶片呈淡绿色的试管苗较难移栽成活，结果与林荣等[ ]的报 

道一致。 

表 4 潮霉素浓度对罗汉果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llda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hygromydn O0lM躬咖删 0n on adventitious lind 

．玎 0n of r昀姚 grosvenor／／(Swingle}C．Jeffery 

表5 潮霉素浓度对罗汉果不定根诱导的影响 

"l~l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hygromydn concentration Oil adventilieus I1加t 

induction of S／ra／／／agrobTeno~~(Swingle}C．Jeffery 

3 讨论 

基因工程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转基因途径较快地 

获得优质、高产、抗病虫害以及抗逆的农作物新品种。而利 

用基因工程手段来改良农作物，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再 

生系统_7 J，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的生理状态对器官发生 

有重大影响l 。在罗汉果不定芽分化的研究中，笔者发现 

IBA与 BA配合使用对罗汉果不定芽的分化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BA1．0啤．／L和 IBA0．5 me／L配合使用对罗汉果子叶外植 

体不定芽的分化率最高，达 85．7％，可满足罗汉果转基因工 

作的需要，形成的芽茎粗壮，叶色浓绿。获得健壮完整的植 

株是组培苗移栽成活的关键。通过 IBA和 NAA对罗汉果生 

根效应的对比试验，发现MS+IBA1．0 me／L对罗汉果组培苗 

的生根作用效果较好，根系发达、植株健壮、生长迅速、移栽 

成活率高。 

潮霉素抗性试验结果表明，10和20 me／L的Hyg足以完 

全抑制罗汉果不定芽和不定根的分化，因此，采用 10和 2o 

me／L的ayg作为罗汉果转基因植株的筛选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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