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4(1)：31～34，2007 

Journal Lai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文章编号：1001—3717(2007)01—0031—04 

菊苣的组织培养繁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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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菊苣幼嫩叶片为外植体，在MS附加不同浓度配比的6一BA和NAA的培养基上，研究菊苣愈伤组织诱导、 

芽分化及生根培养的条件。结果表明：菊苣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分化受 6一BA和 NAA浓度的影响。最适合愈伤组 

织形成的培养基为 MS+6一BA(0．2mg／L)+NAA(1．0mg／L)，最适合芽分化的培养基为 MS+6一BA(1．0mg／L)+ 

NAA(0．5m#L)，最适生根培养基为 MS+NAA(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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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pagation of Cichiorium intybus L．in vitro 

SHANG Hong—qin ，YU Shi—mei ，DAI Hong—yi 

(1．Department ofBiology，Heze College，Heze 274015，China；2．College ofHoticuhure，QAU] 

Abstract：The infancy leaves of Cichiorium intybus L．were taken as explants and cultured on MS medium supple— 

men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一BA and NAA．The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buds and 

shoots were examin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6一BA and NAA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The most suitable medium was MS+6一BA(0．2mg／L)+NAA(1．0mg／L)to the forma- 

tion of the callus，6一BA(1．0mg／L)+NAA(0．5mg／L)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buds，and MS+NAA(0．1 

mg／L)to the growth of the sh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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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苣 (Cichiorium intybus L．)为菊科菊苣属植 

物，又叫苦苣、苦白菜 、咖啡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既可用作蔬菜，又可用作饲草。其叶略有苦味，风 

味独特，具改善消化器官活动机能、改善心脏功能、 

保肝降脂、降血糖等功能，在欧洲多有栽培，在我国 

属一种新兴的保健蔬菜⋯。有关菊苣品种介绍、生 

物学特性等方面，国外有比较详细的报道 。我国 

从 8O年代引种菊苣，最初利用其根，作为咖啡代用 

品 j。近年来，软化菊苣已经在北京和山东等地有 

少量栽培。普通叶用菊苣业已面市。我国对于菊苣 

的研究多为栽培方面 j，仅王绍明、张霞等曾报道 

过菊苣花瓣的组织培养 。“Palla Rossa Bella”菊 

苣为一个开放授粉群体品种，基因型表现为多样性 ， 

植株形状差异较大，难以直接在生产上应用。对该 

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尚须较长时间。对表现优良的实 

生单株进行组培快繁不失为一种良策。通过菊苣叶 

片组织培养，不仅从叶片诱导出愈伤组织，而且可以 

分化出大量小苗。本研究结果可为“Palla Rossa 

Bella”菊苣优良单株的快速繁殖与推广和菊苣的基 

因工程提供参考。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意大利菊苣的幼嫩叶片，品种为“Palla Rossa 

Bella”，于 2000年引自英国。 

1．2 方法 

1．2．1 消毒方法 

取田问旺盛生长的菊苣幼嫩叶片，去除叶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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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冲洗干净后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0％酒精进 

行表面消毒 7—8s，然后用0．1％升汞溶液处理 8— 

10min，最后蒸馏水冲洗3—5次。 

1．2．2 试验 处理 

1)愈伤组织的诱导。将材料切成 3—5mm大 

小，接种在添加有不同浓度 6一苄氨基嘌呤(6一 

BA)和萘乙酸(NAA)的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3块外 

植体，每种处理接种 1O瓶，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 

观察愈伤组织的形成和分化情况，统计愈伤组织的 

诱导率，筛选出菊苣愈伤组织形成的最佳培养基 

配方。 

愈伤诱导率=县查 ×10o％ 

2)芽的分化。将在 MS+6一BA(0．2mg／L)+ 

NAA(1．0mg／L)培养基上产生的愈伤组织切割成 3 

×5mm的小块后转接到不同浓度6一BA和NAA的 

MS培养基上，每种处理接种 1O瓶，每瓶接种 3块外 

植体。20—30d后观察统计外植体分化与不定芽诱 

导情况。 

外植体分化率= 畚 藻篓酱旦x l00％ 
平均再生芽数 = 

3)生根培养。将约2cm高的无根苗接种在 MS 

附加不同浓度 NAA的生根培养基上，每瓶接 4株， 

每处理 6瓶，20d后调查生根情况。 

生根率 = x l00％ 

平均再生根数 =总再生根数／具再生根块数 

移栽成活率 = x l00％ 

1．3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 MS培养基，上述培养基中加3％ 

的 蔗糖和0．7％的琼脂粉，pH=5．8，培养室内相对 

湿度为 70％ 一80％，温度为 25±2~C，光照 12h· 

d～，光照强度为2000—2400Lx。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 

培养 7d时，在有些幼叶外植体的切Izt、周缘及 

表面形成了愈伤组织，培养 20d时，叶片愈伤组织的 

诱导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知，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受6一BA 

和NAA浓度的影响。在无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MS 

培养基中，仅有 1个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当6一 

BA浓度为0．2—0．5mg／L时，愈伤组织的诱导率随 

着 NAA浓度的增加而提高，当6一BA浓度为1．0 

mg／L时，无论 NAA的浓度如何 ，愈伤组织的诱导 

率均达到 100％。愈伤组织的生长状态仅在6一BA 

浓度偏低时(0．2mg／L)较好 ，尤其 NAA浓度中等 

时(1．0 mg／L)最为适合 ，愈伤组织质地较为致密， 

嫩绿色(附图一1)。培养基中无 6一BA时，外植体 

形成愈伤组织少，而且质地疏松。当6一BA浓度高 

To．2mg／L时外植体形成 的愈伤组织疏松，色黄 

(附图 一2)。 

表 1 不同浓度的 6一BA和 NAA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2．2 芽的分化 

培养 5d左右，愈伤组织开始增殖。10d左右在 
一 些愈伤组织表面产生许多淡绿色突起，进而分化 

成不定芽。培养 15d时，调查愈伤组织分化成芽的 

情况见表2。 

由表 2可以看出，不同 6一BA和 NAA浓度组 

合对芽的分化有明显的影响。培养 15d时，在不添 

加任何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培养基中没有芽的分化。 

在有芽分化的培养基中，再生芽均正常生长。在含 

有相同浓度6一BA的培养基中，随着 NAA浓度的 

增加，芽的分化率逐渐降低，平均再生芽数也是减少 

的，这说明，过高浓度的NAA对芽的分化有抑制作 

用(附图 一4)。当6一BA浓度为 1．0mg／L、NAA为 

0．5mg／L时对芽分化有利(附图 一3)，此时的再生 

芽叶色浓绿，平均再生芽数也最高，芽的分化率达 

82．9％，而其它组合中芽的分化率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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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MS+6～BA(0．2mg／L)+NAA(1．0mg／L)上的愈伤组织 ；2．MS+6一BA(1．0n~／L)+NAA(1．0mg／L)上的愈伤组织；3．MS+6一BA 

(1．0mg／L)+NAA(0．5mg／L)上的不定芽；4．MS+6一BA(1．0mg／L)+NAA(1．5mg／L)上的不定芽；5．MS+NAA(0．1 rl1g／L)上的生根培养； 

6．组培茁的驯化移栽 

2．3 菊苣生根培养和驯化移栽 

将高2—3cm的小苗接种在@MS，②MS+NAA 

(0．1 mg／L)，⑧MS+NAA(0．5 mg／L)，④MS+ 

NAA(1．0 mg／L)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结果见 

表3。 

由表 3可以看出，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后，接种 

在培养基①的芽苗没有生根，说明在没有任何激素 

的MS培养基中小苗是不能生根的。接种在②中的 

小苗产生较多粗短健壮的根 (附图 一5)，而接种 

在培养基③和④上的芽苗仅有少量根的产生，而且 

所产生的根纤弱细长。将生根良好的小苗植入装有 

蛭石和河沙 (1：1)的营养钵中在室内阳面经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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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炼苗 (附图 一6)后，移栽人大田中，成活率在 

60％以上。 

表 3 不同浓度的NAA对生根率的影响 

3 讨 论 

1)在愈伤组织的诱导试验中，发现不同浓度的 

6一BA与 NAA组合都能够诱导出愈伤组织，但是高 

浓度的6一BA与 NAA组合诱导得到的愈伤组织都 

呈黄色松散结构，这种愈伤组织很难分化成苗，只有 

较低浓度的6一BA与中等浓度的 NAA组合诱导得 

到的愈伤组织结构紧密，中央呈浅绿色，愈伤组织在 

其后的分化培养中易保持良好的结构。 

2)生根培养中，在没有 NAA的MS培养基上， 

小苗是无法生根的。但是 NAA浓度过高也不利于 

生根。有报道说降低培养基中无机盐的含量有利于 

生根，是不是对菊苣也适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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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根长、干重在0—210kg／hm 施氮范围内随着施氮 

量的增加而增加，而过多的施氮处理(315kg／hm ) 

根长、干重反而降低，表明施氮量过多并不利于中后 

期根长的伸长和干物质的积累，只有适量增加施氮 

量才可促进根的伸长干物质的积累。从施氮量对北 

沙参根冠比的影响可以看出，适量施用氮肥可以提 

高北沙参的根冠比，使地上部和地下部生长协调，提 

高产量，过量施用氮肥根冠比降低，地上部生长过 

旺，导致沙参根生长不良，沙参根产量下降。因此， 

在北沙参生产 中应合理施用氮肥，公顷施用氮肥 

210kg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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