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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菊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代丽萍 胡蕙露 丁元春 丁香莲 陈 羽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摘 要：本文对药用菊花组织培养技术及其进展进行了综述，包括在茎尖培养、叶片培养、花瓣、花蕾培养、以及培养 

基和培养条件、脱病毒研究、药菊染色体研究等方面，并对其研究前景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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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issue Cultures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Dai Liping Hu huilu (College of Forest and Garden，Anhui Agriculture University，Hefei Prov 230036) 

Abstract：Through collecting mass literatures，progress of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of stem tip，leaf and flower petals from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including research of medium and culture conditions，cutting viruses and chromosomes observa— 

tion and SO on．Was summarized Besides，suggestions about tissue culture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were also put for— 

war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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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有三种药菊，贡菊(黄山贡菊)、毫菊、滁菊，贡菊 

主产于皖南山区歙县一带，毫菊产于淮北平原亳州市(原 

毫县)，滁菊产于江淮丘陵地区的全椒县、滁县。这三种药 

菊的花含挥发油、腺嘌呤和类黄酮等成分，有疏风散热、清 

肝明目、解疮毒的作用，是药用和饮料兼用的中药材，也是 

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近年来，随着药用菊花功效的不断 

验证和菊花茶、菊粉等制品的不断研制开发，市场对其数 

量、品种及品质的需求 日益提高。但传统的扦插、分株等 

繁殖方法以及靠自然变异选育新品种等途径繁殖系数较 

小，已远远不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特别是经多代分殖以 

后，常造成种性退化，甚至病毒积累，产量和品质大大下 

降。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能够迅速去除病毒和更新品种， 

加快了药菊的快速繁殖速度，缩短了药菊的生育周期，并 

且利用茎尖脱毒技术开展药菊复壮的研究工作也就应运 

而生 。脱毒苗具有抗病性强、生长势旺、高产等特点，迄 

今为止，对脱毒处理后植株的产量、性状等方面的研究已 

经十分广泛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药菊组织培养、病毒检 

测、细胞学鉴定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为药 

菊组织培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培养体系的建立 

1．1 外植体的获取 药菊组织培养常用的外植体有茎 

尖、叶片、仡瓣、花蕾。薛建平等⋯人用茎尖对药菊进行脱 

毒培养。胡蕙露、王杰 等用药菊热处理后的茎尖作为 

外植体对药菊进行脱毒培养。薛建平 等用药菊的花 

瓣、花蕾作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并成功培育出完整 

的试管苗。茎尖、花瓣等外植体的选择有时会受到季节的 

限制和影响，而叶片的获取则比较方便，薛建平 等以药 

菊脱毒苗的叶片为外植体先诱导其形成愈伤组织，通过调 

节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比值诱导完整植株。当生长素与 

细胞分裂素比值高时，诱导根的分化；两者比值处于中间 

水平时，愈伤组织只生长而不分化；两者比值较低时，则诱 

导芽的形成 。此外薛建平 等利用叶片再生植株，不 

经过愈伤阶段直接获得再生植株的研究，并且保持了亲本 

的遗传性状。 

1．2 外植体处理 消毒方法，茎尖培养取药菊嫩芽长 

2cm左右，去掉叶片，接着在洗衣粉中浸泡 10min，然后用 

流水冲洗 1—2h。在超净_T作台上用 70％酒精处理 30s， 

用无菌水冲洗 3次后，再用 0．1％的升汞溶液处理 8— 

10min，无菌水冲洗6—8次。将消毒好的材料放入无菌的 

培养皿内，在解剖镜下小心剥掉顶芽外面的幼叶，直至在 

解剖镜下能看清表面光滑呈圆锥形的茎尖为止，切去长约 

0．5ram的茎尖，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严格 

地讲，茎尖分生组织仅限于顶端圆锥 区内长度不超过 

0．1nlm的范围内，但实际操作难以取得，也不容易培养成 

功。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报道所取茎尖均超过了该范 

围 。花瓣和花蕾培养，剪取即将开放的幼蕾及开放花 

瓣，流水冲洗 5min，70％酒精表面擦拭消毒后加入 0．1％ 

的升汞溶液灭菌5min；再用无菌水冲洗 5次，取出材料滤 

纸吸干 。 

1．3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药菊培养多以MS为基本培养 

基，在培养物的不同阶段分别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植物 

生长物质，蔗糖 3．0％，用约0．8％的琼脂固化，pH值5．8 

— 6．0，分装后在 121 oC条件下灭菌 15min。在光照培养箱 

中，光照强度为2000—30001x，光照时间 12h·d～，培养温 

度(25±1)℃ 。 

2 药菊培养方法 

2．1 茎尖培养 药菊主要靠扦插、分株等进行繁殖，但长 

期的营养繁殖，使得病毒积累日趋严重，造成药菊生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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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良和品种退化。目前侵袭菊花的病毒不下 10种，如 

菊花矮缩类病毒(CSC)，菊花番茄不孕病毒(TAV)，烟草 

花叶病毒(TMV)，黄瓜花叶病毒(CMV)，马铃薯 x病毒 

(PVX)，马铃薯 Y病毒(PVY)等。药菊一旦感染上这些 

病毒，则株矮花小，在叶片上出现斑点甚至坏死，严重影响 

药菊的经济价值。组织培养是脱除病毒的一种重要方法， 

结合热处理技术效果更为显著，国外曾有菊花脱毒试验 

报道 ‘ ，国内鲜有报道 ，为解决安徽药菊的病毒病，保 

留优良品种基因，研究人员主要采用茎尖脱毒苗技术⋯。 

自1952年法国人 Morel首次用生长点培养法从罹患病毒 

病的植株中获得无病毒植株成功以来，茎尖培养技术广泛 

用于植物脱毒。关于药菊在茎尖培养方面的研究，也已经 

有了很多报道 。脱毒苗具有抗病性强、生长势旺、高产 

等特点，迄今为止，对脱毒处理后植株的产量、性状等方面 

的研究已经十分广泛 ’ 。 

2．1．1 药菊脱毒苗方法 脱毒过程中茎尖的成活率和脱 

毒率是茎尖脱毒培养的两个关键环节 ” 。胡蕙露、王杰 

。̈ 等的研究结果表 明，离体培养的药菊茎尖过小(< 

0．3mm)时，成活率只有 29％，脱毒效果最佳(100％)；茎 

尖过大(0．7—1．Omm)时，成活率虽升高(75％)，脱毒效 

果较差(26％)；相对比较，取0．4—0．6mm的茎尖，可使成 

活率与脱毒率之间趋于平衡，脱毒率为 60％左右。薛建 

平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利用药菊的茎尖作为外植体，取 

茎尖0．5mm左右，接种在茎尖诱导培养基 MS+6一BA 

2．Omg·L。 + NAA 0
． 2mg·L 上，培养3d后，茎尖开始 

萌动，经过 lOd菊花茎尖颜色逐渐变绿，基部逐渐增大，茎 

尖也逐渐肿胀 ，4—6周 后形成丛芽 ，40d后 ，芽诱导率达 

80％ 以上 ：以 MS + 6一BA 2．Omg·L + NAAO．5mg· 

L 为芽增殖培养基，25—30d后，芽增殖系数达4—7倍， 

而且继代增殖时，切取的继代苗只留 1个腋芽与留两个腋 

芽对增殖速度有一定影响，一芽苗的生长速度比二芽苗 

慢，达到同样的繁殖系数时所需继代周期长 10—15d，年 

继代次数少3—4次，产苗量大幅度下降。生根培养基以 

MS+NAA 0．5mg·L 为宜，生根率 100％，根系粗壮，移 

栽易于成活⋯。王杰、胡蕙露 等人对 3种脱毒方法 

(热处理、茎尖培养、热处理结合茎尖培养)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采用热处理(38~C，光照 lOh·d～，1000Lux，时间 

4周)对去除球状病毒 TAV和CMV有效，其中热处理结合 

茎尖培养脱毒效果最佳，而且脱毒苗在大田种植表现出较 

大幅度的增产效果。 

2．1．2 药菊脱毒苗检测手段 采用已知的菊花番茄不孕 

病毒(TAV )，黄瓜花叶病毒 (CMV)，马铃薯 x病毒 

(PVX)，马铃薯 Y病毒(PVY)的抗血清，抗原分别为贡 

菊、毫菊、滁菊脱毒苗标样，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试 

(ELISA一双抗夹心法)方法 。̈’“’”’ 为：(1)将 TAV、 

CMV、PVX和PVY抗体加入聚苯乙烯板反应孔，洗脱；(2) 

将脱毒苗澄清汁液(抗原)加入反应孔培养，洗脱；(3)用 

碱性磷酸酶(AKP)标记 TAV、CMV、PVX和 PVY抗体，经 

透析后加 1％牛血清蛋白再加入反应孔，洗脱；(4)加底物 

P一硝基酚磷酸钠反应后加NaOH终止反应；(5)用酶标测 

定仪检测组培苗脱毒率。 

2．2 菊花和药菊的花瓣、花营培养 据报道，有关菊花组 

织培养方面的工作多是针对观赏菊花所做。其中王卉  ̈

等的试验结果表明以茎尖和腋芽作外植体扩繁速度快，再 

生植株遗传稳定性强；以花蕾为材料诱导再生植株变异频 

率高  ̈。李玉芬  ̈、裘文达  ̈的研究也发现菊花器 

官——花瓣、花蕾在培养过程中，由愈伤组织再生的植株 

往往有变异发生，并且已获得新的观赏品种，而在菊花花 

瓣的组织培养过程中，观察到大量玻璃化丛生芽的现象， 

张鹏等 。 研究认为是植物细胞产生乙烯并逐渐积累， 

而使培养物的生长到影响。针对药用菊花，以花瓣、花蕾 

为外植体的组织培养也已获成功 。 

薛建平 等对花瓣、花蕾为外植体的组织培养进行 

了较系统研究。以毫菊、贡菊和滁菊的幼蕾及开放花瓣为 

材料 ，获得 了药菊变异植株。研究结果表 明：所有培养基 

均能诱导愈伤组织产生，但愈伤组织形成和再分化结果有 

明显差别。愈伤组织诱导花瓣正接优于反接，培养基以 

Ms+KT2mg·L +NAA0．2mg·L 为宜；在三种药菊 

愈伤组织诱导时，高浓度KT和低浓度 NAA的配合是必须 

的，而且KT的作用优于6一BA；幼蕾愈伤组织诱导率高于 

开放花瓣诱导率；愈伤分化以培养基 MS+KT 2mg·L 

+NAA 0．2mg·L +AgNO 5mg·L‘。为宜，幼蕾花瓣诱 

导植株再生频率高于开放花瓣；而且所得植株在叶形、及 

株形等方面发生了变异。 

2．3 药菊叶片培养 选取花蕾作外植体，常受季节限制， 

茎尖或腋芽取材虽无季节限制却不易得到变异率较高的 

再生植株；而选用叶片作外植体，既具有取材方便、易于操 

作之优点，同时，通过诱导愈伤组织再分化又可望得到变 

异率较高的再生苗 。张嘉宝等以观赏菊花各器官为外 

植体的离体培养结果也已证明以叶片再生植株能产生高 

频率变异 ；而针对药用菊花，以叶片为外植体的组织培 

养已获成功 。薛建平 等以药菊脱毒苗的叶片为外植 

体，按不同接种方式接种到同种培养基上和按同种接种方 

式接种到不同培养基上进行培养，诱导其成为完整植株。 

研究结果表明：所用培养基均能诱导愈伤组织产生，但愈 

伤组织形成后的再分化结果却有明显差别。愈伤组织诱 

导叶片背接优于正接，愈伤组织生长以低浓度的NAA为 

宜，其中MS+NAA 0．1 mg·L一 +6一BA 0．1—1．0 mg 
· L 是菊花愈伤组织诱导的适宜培养基；背接芽的分化 

率也显著高于正接，分化培养基以 MS+6一BA 2．Omg· 

L +NAA 0．5mg·L 较适宜；所得再生植株在叶形等方 

面发生了变异。 

近年来，以药菊叶片为外植体脱分化诱导愈伤组织， 

再分化形成再生植株 已获成功。但这一途径往往存在 

变异，因为在愈伤组织中，常可见到细胞染色体组成发生 

变化而表现出遗传上的不稳定性 。因此薛建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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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叶片再生植株，不经过愈伤阶段直接再生植株的研究 

也已获成功，并且保持了亲本的遗传性状。研究结果表 

明：以无菌脱毒苗的叶片为外植体，以不同方式接种到附 

加不同植物生长物质的培养基中，诱导叶片直接再生植 

株 ，其中正接及背接方式中靠近叶柄的近基端再生能力 明 

显高于叶顶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维管束在叶中 

的分布密度不同 ；叶片背接方式中芽的分化率远远高 

于正接方式 ，而且不 同品种问再生能力存在着很大差异， 

贡菊和毫菊、滁菊相比，叶片直接再生植株过程多表现为 

生长停滞、分化慢。因此对亳菊、滁菊来说，培养基 MS+ 

6一BA 0．1mg·L～+NAA 0．1mg·L 诱导效果最好；其 

中以背接方式适于植株的直接再生。 

2．4 药菊染色体研究 胡蕙露、王杰、李展等人对安徽药 

菊三个品种及其脱病毒苗进行染色体比较观察，结果表 

明，毫菊 、滁菊 、贡菊鼍个品种脱毒前后染色体数大多均为 

4倍体(2N=4x=36，x=9)，脱毒处理没有造成各药菊遗 

传种性的明显变异。此外、毫菊大田苗有少数奇数多倍体 

(2N：5x=45)，其脱病毒苗除此之外还出现非整倍体变 

异(2N=43)；贡菊大田苗有少数非整倍体(2N=28)，其脱 

病毒苗出现少数奇数多倍体(2N=3x=27) 。 

3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药菊的组织培养研究取得了较大 

的进步，包括药菊脱病毒手段、病毒检测、脱病毒苗的染色 

体鉴定都有了较系统研究，但对药菊的外植体选择、培养 

基的设计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和培养条件的控制等方面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药菊的组培还仅限于试验 

研究和小规模生产，需要探索组培条件的控制，实现药菊 

种苗生产丁厂化、自动化，才能满足产业化需求。此外药 

菊的组织培养研究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到 目前还 

未形成完整的药菊组培苗、脱毒苗繁育体系及配套的栽培 

管理技术，今后应完善这方面的技术，以推动药菊快繁产 

业化的发展。最后．还应把药菊的组织培养与基凶工程、 

细胞1二程结合起来，以创造新的药菊变异品种，改善药菊 

的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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