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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不同外植体丛生芽的诱导和植株再生 

石文山，滕娜，唐旭日 
(滨州职业学院，山东 滨州 256624) 

摘 要：分别以花生胚轴、子叶、幼叶为外植体，接种于诱导丛生芽培养基上，在25±I~C和35001x光照条件下培养，就不 

同外植体、激素配比等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及其幼苗的成活率进行了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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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M ultiple Buds from Different Explants of Pea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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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zhou Vocational College，Shandong Province，Bimhou 256624，China) 
Abstract：The peanut hypocotyls．cotyledons and young leaves were chosen as the explants to be inoculated on the multiple bud 

induction culture nl~ um．and culturedunderthetemperature of25 ±1℃ withtheillumination condition of35O0lx．-I1ledifferent ex- 

plants and different ratio of hormone which influenced the induction of multiple buds and the survival and transplanting of the youn g 

plantswefe studied in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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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被世界各国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2O世纪 

8O年代以来，我国的花生生产和贸易增长迅速，年产量 

约占世界总量的1／3 。但是，其病虫害发生日益频 

繁和严重，花生的品质和产量均有所下降。因此，改良 

品质、选育抗病虫花生新品种具有重要的意义。组织 

培养是花生新品种选育的重要手段，但花生组织培养 

的植株再生率普遍较低，如何建立高效的花生再生体 

系是各项研究成功的关键。本试验以成熟花生的不同 

部位作外植体，通过器官的发生途径来诱导丛生芽，为 

花生的遗传育种和进一步进行花生的基因工程研究奠 

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培养条件 分别选用丰花1号、丰花5号、 

花育23花生品种成熟的上、下胚轴、全胚轴、子叶、幼叶 

作外植体。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附加30％蔗糖和0． 

55％琼脂，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不同浓度的BA、NAA、KT、 

AgNO3等激素。用 lmol／L的盐酸或氢氧化钠调节pH 

值至 5．8。培养室内温度为25±I~C、光照强度为 

3500k、光照时间为 16h。 

1．2 试验方法 取饱满花生，用无菌水浸泡2h，于超净 

工作台上，70％乙醇浸1min，无菌水冲洗2次，0．1％ 一 

0．15％} ；Cl 灭菌lOmln，再冲洗5-6次，剥去种皮。 

灭好菌的花生接入MS培养基进行无菌发芽，获得 

无菌苗。培养4-．5d，胚轴由黄变绿，分别将上、下胚轴、 

全胚轴接人诱导培养基，第15d观察到丛生芽点，继续培 

养，再待10d左右丛生芽大约1 cm长时切下接入伸长培 

养基，3cm高时就可切下接人生根培养基，待根长出后进 

行炼苗移栽；灭好菌的花生，将种子延纵向分开，用解剖 

刀小心切去胚及与子叶相连的胚轴处，切成“V”型，每粒 

种子可产生2个子叶外植体。将子叶接种在子叶诱导分 

化培养基上，每 15d更换 1次培养基；取 10d的花生小 

叶，切去两端，顺着叶脉划出伤口，接入叶片诱导培养基； 

当观察到丛生芽点后，接种到分化诱导培养基上继续培 

养，促进芽的形成及伸长，成苗后移至生根培养基中，生 

根后视情况进行炼苗移栽。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植体成芽能力比较 接种4d后，上胚轴伸 

长；培养7d，上胚轴切口处出现淡绿色正在分裂、生长的 

凹凸不平细胞层，靠近培养基的基部膨大，并长出绿色瘤 

状物，14d左右即有芽点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部不 

断增大，幼芽数逐渐增多(图2)；下胚轴则先膨胀，10d 

左右在与培养基接触部位长出少许愈伤组织，20d左右 

在形态学上端切口处个别长出芽点，大部分慢慢死亡；全 

胚轴15d左右，在上胚轴切口处直接长出芽点(图1)；子 

叶先膨胀，约15d左右长出粉白色愈伤组织，接着褐化； 

幼叶也是先胀大，约30d左右从切口处长出小芽点(图 

3)。外植体种类对不定芽诱导效果有较大影响，芽诱导 

率上胚轴为60％、下胚轴为0％、全胚轴70％。子叶为 

O％，幼叶为30％。结果显示全胚轴出芽率最高，上胚轴 

其次，子叶和下胚轴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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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诱导产生丛生芽的全胚轴 图2 经诱导产生少数丛生芽的上胚轴 图3 经 El诱导产生绿色芽点的幼叶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每隔14d左 

右，去除底部褐化部分及上部的幼叶，将长出芽点的外植 

体转至新培养基中。接种后35d，大多数外植体已出芽， 

形成了较为整齐一致的丛生芽，最先出芽的嫩梢最长已 

有2em左右高(图1)。当KT与BA混合使用时，能大大 

地提高外植体的出芽率。由此可见，外源激素是影响花 

生芽分化的重要因素。{生诱导培养基中适当添加NAA， 

有助于提高萌动种子胚轴作外植体的植株再生效率(见 

表 1)。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丛生芽的诱导率 

结果表明：A8培养基 6一BA 8rng／L+NAA 0．6rng／ 

L+KT0．02rng／L(单位下同)的胚轴丛生芽诱导率最高， 

为75％，该组合最适于丰花1号、丰花5号、花育23花生 

品种丛生芽的诱导(见表 1)；而E。培养基 MS+AgNO， 

1．0+BA 5．0+NAA 2．5配比的小叶丛生芽诱导率最高 

(见表2)。 

表2 不同激素配比对小叶丛生芽的诱导率 

2．3 不同激素配比对丛生芽伸长及生根的影响 不同 

激素对丛生芽伸长的影响：经诱导的丛生芽无根苗，从胚 

轴上切下单芽接入伸长培养基，2周后，丛生芽有明显的 

伸长。以B 和B，培养基较为明显。30d后，不同培养 

基的伸长效果有显著的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B 的伸 

长效果最差，应该是由于GA，在高温灭菌过程中损失很 

大，应加大用量；B。和B，的伸长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异。 

表3 不同激素对伸长的影响 

由表3可知，以B。培养基 MS+BA 2．0+GA，4配 

比的伸长最好(见图4)。 

不同激素对生根的影响：经诱导产生的丛生芽无根 

苗，去掉黄、枯叶切成单芽接人生根培养基，6d后，部分 

外植体切口处即有白色根点出现；以c 和c，培养基较 

为明显；15d后，部分外植体的较粗大的根有细小的支根 

长出；30d后，不同培养基的生根率有显著差异。从表4 

可以看出，c 培养基出根率较低，说明在不含激素的条 

件下，丛生芽基本不长根或长根较少，c 培养基出根率 

为34．13％，说明太高浓度的NAA不利于根的生长，c 

培养基的出根率为86．1％(见图5)，高于c，培养基的出 

根率80．1％，但根的长势则c，培养基较好，每个外植体 

平均含根数为5条，多于c ，但c，的支根很少。说明含 

lrng／L NAA的培养基较容易诱导芽出根，而较高浓度的 

NXa(2mg／L)不利于侧根生长。 

结果表明：以C 培养基 MS+NAA 1．0配比的生根 

最好(见图5)。 

表4 不同激素对生根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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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外植体极性及去除主生长点对丛生芽发生的影响 

用医用手术刀将胚芽斜切、横切去除胚根，取完整胚 

轴、上胚轴、下胚轴按生物学极性方向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中，发现下胚轴只发生膨大，有少量愈伤，最后褐化、死 

亡。上胚轴和完整胚轴，20d观察到明显的芽点，若极性 

相反则25d左右才能观察到芽点，且芽点均分布在生物 

学上端极性位置附近。因胚芽较小，有时外植体会带有 

胚芽部分，接种10d左右，切除此处主生长点，发现外植 

体丛生芽数量较未切除主生长点的平均增加8～1O个。 

2．5 移栽 待苗高3~4cm时，可见发达的主根和大量 

的须根，将培养瓶移到温室，打开封口膜进行炼苗，一周 

后将生根的再生植株移至事先经过灭菌的沙土或蛭石 

中，保持25±I~C，湿度>80％，25d左右即可将小植株移 

栽到大田(见图6)。 

图4 经 B。伸长培养基培养的幼苗 图5 经 C2诱导生根的试管苗 图6 花生组培苗移栽成活的植株 

3 讨论 

外植体对于建立植物无性繁殖系非常重要，花生上 

胚轴因有分生组织存在，属于高度再生部位 。本试 

验亦表明，上胚轴虽然属于高度再生部位，但单纯培养上 

胚轴效果不很理想，出芽率明显减少。对于花生外植体 

植株再生和丛生芽培养，一般多用低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和生长素，且设立预培养基进行二次培养，也有利用较高 

浓度BA直接诱导子叶等外植体进行丛生芽培养 。 

试验表明，当KT与BA协作使用时，能大大提高外植体 

的出芽率，有利于丛生芽的诱导及扩繁培养。研究表明， 

AgNO 可促进一些再生困难种的形态发生，增加外植体 

产生不定芽的数 目，提高植株再生频率，本研究结果表 

明，AgNO，对花生幼叶丛生芽的发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不仅提高分化率，而且外植体平均出芽数都有所提高。 
一 些学者认为高浓度 NAA对花生幼苗生根有利 ，高浓 

度的生长素虽然有利于植物生长，但花生生根需要低浓 

度的生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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