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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花 花 瓣 的 组 织 培 养 

曾 凡 力 

(哈尔滨师范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系，哈尔滨 150025) 

摘 要：以菊花花瓣为外植体，在 离体条件下既可通过诱导愈伤组织，再由愈伤组织诱导不 

定芽发生，也能直接由外植体表面诱导不定芽发生。在试验中探讨了N从 ，6一BA对诱导愈伤组 

织和不定芽的影响，并筛选出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脱分化培养基为 MS+6-BA 1_0 mg／L+NAA 

0．2 rag／L；诱导不定芽的最佳分化培养基为MS+6-BA2．0 rag／L-+-NAA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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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Dendrantherna morifolium Tzve1)是菊科菊花 

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花色繁多，品种丰富，具有很 

强的观赏价值，是目前世界上栽培最广的切花及盆花之 
一

。 国内外对菊花的组织培养研究自1972年以来，有过 

不少报道，目前快繁技术已经成熟。但在脱毒和利用花 

瓣育种上，还需深入开展研究[1]，利用花瓣进行组织培 

养，其变异率要大于茎尖、腋芽等具有分生组织的外植 

体[2]，可作为品种选育的辅助手段。开花植物的外植 

体，越靠近花器官，分化花芽的能力越强[3]，用菊花花瓣 

作为外植体培养试管苗为菊花成花诱导和开花机制研 

究提供良好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获取 

选用菊花黄色平瓣品种(采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 

系标本园)直径约2 crn且生长良好苞片未开裂的花蕾作 

为表面消毒材料，以花瓣作为外植体进行接种，长度2～ 

3 cm，呈黄色。取未开放花蕾，在洗衣粉溶液中浸泡 

10 min后，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酒精浸泡 15 S，用无菌水冲洗一次，再用 2 NaC10 

溶液浸泡5 min，无菌水冲洗5～6次。在无菌条件下，用 

解剖刀将花蕾总花托切去，然后将分散的花瓣逐个接入 

培养基中，每瓶接种 4～5个。接种时，有些花瓣被平贴 

于培养基上，还有一些其基部被插入培养基中。 

1_2 培养条件 

采用 Murashige和 Skoog的无机盐及有机成分，肌 

醇 100 mg／I ，蔗糖 30 L，为基本组成(MS培养基)，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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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1 ，pH 5．6～5．8。另附加NAA、6一BA不同浓度的组 

合作为外源植物激素，高压灭菌器中 121℃下灭菌 

2O min，培养温度 25~C，光周期 12光照／12 h黑暗，光强 

1 500 lxo试验设计的6-BA，NAA浓度梯度构成一个具 

有30项处理组合的试验，如表 1所示。 

表 1 6-BA，NAA浓度的处理组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6-BA，NAA不同浓度组合对愈伤组织及芽诱导的 

影响 

将外植体接入(1)～(30)号培养基中培养 7 d后，各 

瓶中的小花瓣基部均变为绿色，但未出现愈伤组织。 

15 d后，(13)、(16)、(17)、(18)、(22)、(27)号培养基中花 

瓣基部膨大约 1～2倍；(4)、(5)、(10)、(15)、(20)号培养 

基中花瓣基部明显膨大约 4～5倍，其它组合培养基中 

的花瓣状态发育不良，有些外植体花瓣的上部开始变黄 

萎蔫。25 d后，(13)、(17)、(18)、(22)、(27)号培养基中大 

部分花瓣基部均有绿色愈伤组织块形成，组织紧密。 

(13)、(18)号愈伤组织块表面开始有点状凸起。而(4)、 

(5)、(10)、(15)、(20)则直接出现密集生长的丛生芽高度 

约1．5～2．5 CITI，其周围无愈伤组织形成，芽诱导率达 

100 。证明(13)、(17)、(18)、(22)、(27)号培养基中6-BA， 

NAA浓度配合有利于外植体花瓣脱分化产生愈伤组织， 

而(4)、(5)、(10)、(15)、(20)号培养基中6-BA，NAA浓度组 

合则有利于外植体花瓣脱分化直接产生丛生芽。接种 

30 d后，对愈伤组织诱导情况进行观察统计，试验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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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2 不同激素条件对愈伤组织诱导影响 

对表2数据进行独立性检验，5种不同的培养基对 

愈伤组织诱导有显著差异，其中(13)号培养基 MS+6一 

BA1．0 rag／L+NAA 0．2mg／L对菊花花瓣愈伤组织诱 

导有明显效果，(13)、(17)号产生的愈伤组织状态好于其 

它处理。 

统计结果显示，在(4)、(5)、(10)、(15)、(20)号培养 

基中，以(10)号培养基 MS+6一BA 2．0 mg／L+NAA 0．1 

mg／L上分化的丛生芽粗壮，叶片浓郁，而(15)、(20)号叶 

片淡绿，近乎透明，将愈伤组织块移入(10)号培养基中 

15 d后几乎都能产生丛生芽，由此可知，MS+6-．BA 2．0 

rag／L+NAA0．1 rng／L：l~芽诱导的良好方案。 

■  
图1在13号培养基上长的芽 图2在lO号培养基上分化的丛生芽 

豳  
闰3 在17号培养基上生长的不定芽 图4 在lO号培养基上生长的不定芽 

试验中愈伤组织均为绿色，由花瓣基部细胞分化产 

生，而花瓣其它部位不变绿，不分化。其可能原因是花 

瓣基部有切伤促进分化。花瓣贴于培养基或基部插入 

培养基中的诱导效果区别不明显。 

2．2 生根诱导及试管苗移栽 

将继代增殖中芽长5～6 cm，具 7～8片叶且生长健 

状的小苗沿基部切割下接种到 1／2MS+NAA 0．1 mg／L 

培养基中诱导生根。1周后，芽基部形成 1～2条白色的 

根，15 d后每个芽均有 3～5 cm长的白色根 3～7条不 

等，且能见到根毛的出现，生根率为 100 ，生根过程中， 

小苗继续生长。 

将生根后的试管苗从三角瓶中取出，将苗基部的琼 

脂洗净，分别移入装有灭过菌的沙土的塑料小花盆中， 

浇透水后，置于大塑料盆 中，盖上塑料薄膜，置培养架 

上，进行气孔开闭锻炼。每半天打开薄膜，喷洒水雾，然 

后盖上。1周以后可移至 20~25 C的温室 中，15 d后幼 

苗基本成活。 

3 小结与讨论 

通过试验可知用菊花花瓣作外植体比较容易产生 

愈伤组织和丛生芽，既能通过愈伤组织途径得到试管 

苗，又能直接诱导产生芽丛，先后使用 MS+6-BA l_0 

mg／L+NAA 0．2 mg／L，MS+6-BA 2．0 mg／L+NAA 

0．1 mg／LS~lJ 1／2MS+NAA 0．1 mg／L可使菊花花瓣经 

愈伤组织化到芽诱导再到生根途径，因愈伤组织途径变 

异系数大，为利用菊花花瓣易变性进行育种奠定了基 

础。而先后使用 MS+6一BA 2．0 rag／L+NAA 0．1 mg／L 

和MS+NAA 0．1 mg／L可使菊花经芽诱导直接到生根 

途径，且周期缩短，有利于菊花苗的快繁，也为菊花其它 

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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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Chrysanthemum Petal 

ZENG F-a【rli 

(Department of Biology。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Hdlongjiang 150025，China) 

AI)s t：In this experiment，sprouts are acquired through tissue culture of petals on chrysanthemum．The results of tis— 

sue cultuI．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6-BA and NAA were reported．Two kinds of approaches to get sprouts were obtained 

— the fjrst approach was to induce callus，then buds on callu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MS+6-BA 1．0 H ／L+NAA 0．2 

mg／L and then MS+6一BA 2．0 m L+NAA 0．1 mg／L；while the other approach is to lead buds directly cultured on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2．0 mg／L 6-BA and 0．1 mg／LNAA for weeks． 

Key words：Dendranthema morifolium Tzvel；Petal；Callus；Bud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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