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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苣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研究 

高琳娜。 陈鹏彦 ． 姜 长阳 

(辽宁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以具有有利变异性状的菊苣叶柄为材料，进行了组织培养及无性 系建立的研究。结果证明：MS+BA0．4mg／L+2。4一D丁酯 1．6mg／L 

是诱导叶柄形成具有分化能力愈伤组织的理想培养基：1／2 MS+AgN0~20．5mg／L+BAO．3mg／L+NAAO Img／L是愈伤组织和不定芽分化的 

理想培养基；I／3MS+IAA0．2～0．4mg／L是变异菊苣不定芽生根的理想培养基；炉灰渣是菊苣试管苗移栽的理想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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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Culture of Chicory and its Clones Establishment 

GA0 Lin-na 

(College of Life Scienc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 16029，China) 

Abstract：A study on the technique of tissue cult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asexual system of Cichofium intybus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deal medium for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buds from stem segments are MS+BA0．4mg／L+ 

2,4-D1．6mg／L and 1／2 MS+AgN0320．5mg／L+BAO．3mg／L+NAAO．1mg／krespectively The medium of 1／3MS+IAAO．2-0．4 mg／L is 

suitable for roo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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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苣(Cichorium int )又称法国苦苣、吉康利、苦白菜等， 

属于菊科莴苣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11．2]．菊苣的嫩叶可以炒食 、做 

汤或做色拉：软化栽培后的菊苣芽球可用以生吃．或做成鲜美开 

胃的凉拌菜 ：欧美等国还有人把菊苣的肉质根加工成咖啡的代 

用品或添加剂。由于菊苣 中含马栗树皮素 、马栗树皮甙 、野莴苣 

甙、山莴苣素和山莴苣苦素等苦味物质。作为蔬菜食用具有促进 

胆汁分泌、改善睡眠 、调节新陈代谢等功效，使其成为很受人们 

欢迎的新兴蔬菜[31 由于受到环境 的影响 ．过去在北方难以进 行 

栽培 ．但 因近年来市场对 菊苣 的需求量很大 ．辽宁南 部地 区的农 

民开始进行栽 培 在对菊苣的栽培 品种—— 中囤一号进行栽 种 

中。偶 尔可 以发现生长非常旺盛 、可食嫩叶产量高 、适合在辽 宁 

南部地区栽培 的优 良变异植 株．用这种变异植株 的种子进行繁 

殖。后代由于性状分离等原因．有利性状无法保持。为此，2004 

年当人们在种植中再次发现这种优良变异植株时．我们采用组 

织培养的方法对菊苣的优良变异植株进行了组织培养及无性系 

建立 的研究 ．现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及灭菌 

将田间生长旺盛、具有有利变异性状的菊苣采回来后．切去 

叶片．将叶柄放到磨 El瓶 中．用 自来水 冲洗 4次后 ．用 0．05％安 

利洗涤液洗涤 30min．洗至无泡沫时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75％ 

乙醇灭菌 20s后迅 速用无菌水洗 涤 3次。接着用 0．I％HgC1，溶 

液振荡灭 菌 1rain．再用 0．05％HgC1，溶液 振荡灭 菌 12min，接着 

用无菌水振荡洗涤 6次 ．即获得 无菌材料 。 

1．2 培 养条件 

培养基 以 MS、1／2MS和 1／3MS为基本培 养基 ．附加不 同浓 

度的细胞分裂素BA和生长素 IAA、NAA、2,4一D丁酯。以MS为 

基本培养基时 ，加蔗糖30扎 ；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时，加蔗糖 

15g／L；以 1／3MS为基本培养基时，加蔗糖 lOg／L。培养基胨力强 

度为 180~cm 。pH值 5．8～6．0。培养温度 18～26℃。光照 10 12|I， 

d．光照强度 2000 30001x 

1．3 试验 方法 

1．3．1 愈 伤组 织诱导培养 将 无菌叶柄切 成 0．2cm左右 的块 ． 

接种 到以 MS为基本 培养基 ，附加不同浓度的 BA、NAA、IAA和 

2，4一D丁酯的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60d后观察统计 

1-3．2 愈伤组织及不定芽的分化培养 将在诱导菊苣叶柄形成 

愈伤组织的理想培养基上诱导出的叶柄颗粒状愈伤组织接种到 

附加 不 同浓度 BA、NAA的 1／2 MS+AgN0~0．5mg／L和 1／3MS+ 

AgN~20．5mg／L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的分化培养 

1|3．3 不定芽生根培养 将上述分化培养的不定芽从基部剪 

下 ．接 种到 以 1／2MS和 1／3MS为基本培 养基 ．附加不 同浓度 

IAA、NAA和 IBA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到 10d时 

有 的培 养基上可见形成根原基 。培养 30d时观察统计 

1_3_4 试管苗移栽 将生根苗培养瓶瓶塞打开．置于光照约 

5000Lx、温度 20℃左有的 条件 下炼 苗 4d后 。用镊子取 出 。洗 去 

基部 培养基 ．移栽 到上面铺 着 5～6cm厚 不同基质 的温室苗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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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0d后观察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 导 

在不用激素或 BA与 IAA配合使用条件下．不能诱导叶柄 

块形成愈伤组织 ；而浓度分别为 0．4mg／L、0．8mg／L、1．2mg／L、 

1．6mg／L、2．0rIlg／L的 BA与 浓度 为 0．5mg／L、1．0mg／L、1．5mg／L、 

2．0mg／L和 2．5mg／L的NAA、2,4一D丁酯配合使用时。几乎所有 

的叶柄块都能够诱导形成愈伤组织 ．但诱导的愈伤组织生长速 

度 及外部形态却 差异较大 。在 BA浓度 为 0．4mg／L、2，4一D丁酯 

浓度为 1．6mg／L的培养基上．不仅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为 98％．愈 

伤组织 的生长速度快 ．而且所诱导 的愈伤组织外观呈淡绿 色的 

颗粒状 。愈伤组织颗粒问连接松散 、质地疏松 。一般认为 ．这种愈 

伤组织为具有分 化能力的愈伤组织i5·61 除 MS+BAO．4mg／L+2．4一 

D丁酯 1．6mg／L这一培养基外 ．在其它培养基上诱导的愈伤组 

织从形 态 、结构 、颜色和质地 等性 状上看 ．均为没有分 化能力 的 

愈伤组织或分化 能力差 的愈伤组织 把在 MS+BAO．4mg／L+2．4一D 

丁酯 1．6mg／L培养基上诱导的浅绿色颗粒状愈伤组织．在同一 

培养基上连续继代培养9代 ．形成的愈伤组织仍为具有分化能 

力的愈伤组织。这说明 MS+BAO．4mg／L+2，4一D丁酯 1．6mg／L是 

诱导菊苣叶柄形 成具有分化能力愈伤组织的理想培养基。 

2．2 愈伤组 织与不定 芽的分化培养 

培 养结果表 明：培养 lOd左右 ．有的愈伤组织 颗粒 形成了绿 

色的芽 点；培养到 40d时进行 统计．结果如表 l所 示。由表 l可 

见 ．只有部分培养基能诱导颗粒状愈伤组织分化。其中在 l，2 

MS+AgN0320．5mg／L+BAO．3mg／L+NAAO．1mg／L培 养基 上不仅分 

化率达 98．0％．而且分化的不定芽为高 lcm左右、长势较旺盛的 

丛生状 把分化形成的丛生 芽从基部切下 ．接种到相 同培养基上 

进行分化不定芽分化继代培养．45d后 1个不定芽又会分化形成 

一 丛生长较 为旺盛的丛生不定芽 ．40d时平均分化增 殖率为 7．2 

倍 经过连续 l1次的继代培养．其分化率和长势基本保持不变。 

由此说 明．该研究中菊苣叶柄愈伤组织 和不定芽分化 的理想培 

养基为 1／2MS+AgNO 20．5mg／L+BAO．3mg／L+NAAO．1mIg／L。 

表 1 不同植物生长物质浓度配比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注：①接种颗粒数均为200；+++为长势好；++为长势较好；+为长势一般 

2．3 生根培养 以上，而且单株生根数也达到5．2条以上；并且 1／3MS培养基上 

Fh表 2可见 ，在附加 NAA和 IBA的生根培 养基中 ，难以诱 的生根效果好于 1／2MS。观察还表明 ．在上述 1／3 MS生根培养基 

导生根；在IAA浓度达到和超过0．8mg门L时，也难以诱导生根；而 上，不仅生根率高、根数多，而且试管苗长势旺盛，培养至 30(t时， 

在 IAA浓度为 0．2～0．4mg／L的生根培养基上 ，不仅生根率达90％ 可以长成株高为 3cm左右 、具有 6条 以上根的试管苗。表 明，1／ 

表2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注：①接种数量均为50；表中“／”前为 1／2MS，后为 1／3MS；+++好；++较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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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S+IAA0．2,-,0．4mg／L是变异菊苣不定芽生根的理想培养基 

2．4 移栽 

由表 3可见，以炉灰渣和河沙为移栽基质成活率较高．且长 

势较好。观察还表 明，以炉灰渣为移栽基质时 。不仅成活率最高 ． 

而且成活苗长势也最好。这说明炉灰渣是菊苣试管苗移栽的理 

想基质；把在温室中移栽成活试管苗移植到田间．通过 3次小批 

量试验证明．具有优良变异性状的菊苣试管苗长势旺盛而整齐． 

优良的变异性状保持不变。单位面积可食嫩叶产量比实生苗提 

高 13％ 18％o 

表 3 不同移栽基质对成活的影响 

注：①移栽数量为50株：++长势好：+长势一般 

3 讨论 

迄今为止 ，虽 然已有菊科莴苣属菊苣组织培养的报道P～．但 

未见栽培菊苣变异植株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报道 本研究 

利用变异菊苣的叶柄为外植体进行了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 不 

定芽分化与生根、试管苗移栽与移植的研究。叶柄愈伤组织能以 

较高分化率分化出不定芽．证明菊苣的叶柄在离体条件下仍具 

有较强的生长分化力 。这不仅证明栽培菊苣非分生组织细胞也 

具有全能性，而且还说明。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能使大批栽培 

中偶尔发生的有利变异植株得到保存 ．为优良变异品系保存和 

利用提供 了可能 

对芽进行分化培养．40d时的分化率为 7．2。按照这个增殖 

速度，年增殖率为7．29。这说明，通过这种方法进行快速繁殖．一 

年内可增殖出大量的具有有利变异性状菊苣试管苗 这为优良 

植株的工厂化育苗，满足生产上对优良菊苣种苗的需求提供了 

可能 

在生根培养时 。使用 IAA效果较好．这是因为 IAA为植物 

天然生长素在光照条件下分解 把待生根的不定苗接种到以 

IAA为生长素的生根培养基中．7d左右诱导形成根原基．此时 

IAA因光照大部分分解．使其含量降低到不至于抑制根的伸长 

生长的浓度 

在移栽过程中 ，炉灰渣为理想的移栽基 质．这是因为炉灰渣 

为黑色物质，具有很好吸光作用 ．有利于增温．为幼苗生长提供 

较高温度 ，并且炉灰渣是经高温炼烧后所得，所带杂菌少．加之 

其来源较广 ，四季皆可获得。因此，炉灰渣是变异菊苣试管苗移 

栽 的理想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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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呼伦湖“湖船牌”香脆虾、达里湖“三去”鲫鱼、“三去”滑子 

鱼等绿色食品推向全国。创内蒙古优质品牌。 

集资、引资建设专业鱼饲料生产厂，为广大渔户服务。鱼饲 

料立足于内蒙古 自有原料。降低成本．开发多种适合内蒙古地区 

不同鱼类食用的饲料．走饲料加工厂带动养鱼发展的产业化经 

营道路 

同有关部门协作．研究盐湖生物产品在医疗保健上的利用 

价值，研发新产品．建设盐湖制品龙头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充 

分挖掘内蒙古的盐湖渔业资源，发展特色渔业，增加渔业产出。 

5．2 水产品流通 市场建设 方向 

各级渔业部 门把拓宽水产品流通渠道 和规范水产品市场作 

为主要内容．推进水产品集散地和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发展规范 

的渔户经纪人队伍 

各地渔业协会组织渔户在市区、城镇建设水产品连锁专营店．并 

制定协会公约、引导渔户规范参与市场竞争，在创建、保护水产 

品牌 ，维护 水产 品市场 ．保护 渔户经济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内蒙古渔业信息网”及其他媒体的宣传．将以无公害 、 

绿色、有机为特色的内蒙古水产品推向全国。 

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个人和企业在呼、包 、鄂 

三市兴建大型水产品批发市场。逐步形成流通领域的龙头企业． 

走批发市场带动型的内蒙古渔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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