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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苣 组 织 培 养 及 植 株 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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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普那菊苣叶柄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试验，结果表明：菊苣叶柄在 5种培养基上 

均可诱导出愈伤组织，总出愈率在9O 以上，但分化效果因培养基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诱导 

愈伤组织及分化的最佳培养基为：Ms+KT 1．0 mg／L+NAA 0．2 rag／L；生根培养基为：Ms+ 

IBA 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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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苣(Cichorium intybus L．)是菊科菊苣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菊苣中的提取物如醇提取物、正己烷提取物等 

是重要的免疫促进及免疫调节剂_1 ；菊苣嫩叶及利用菊 

苣肉质根软化栽培获得的芽球可食用，具有清肝利胆、 

健胃消食、利尿消肿的作用嘲，是新兴的特种蔬菜_4- ； 

菊苣的根、茎、叶可做饲草；此外，菊苣花蕾呈紫蓝色，且 

花期长，可用于绿化美化环境。目前 ，对菊苣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栽培及生理生化方面，对其组织培养方面的报 

道较少 ]。试验以菊苣叶柄为外植体，进行不同培养基 

的筛选，建立其离体培养再生体系，为今后进行生物工 

程遗传改良菊苣品种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lI l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贵州省草业研究所提供的菊苣品种一  

普~(Cichorium intybus L．CV．Puna)菊苣种子。 

lI 2 无菌材料的建立 

取普那菊 苣种 子在 0．1 的 HgC1 溶 液 中消毒 

15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6～8次，在无菌条件下接种 

在 MS培养基上，以获得无菌材料。 

1．3 愈伤组织的诱导分化及生根 

取 l5～18 d生长健壮的普那菊苣无菌苗叶片，切取 

0．3～O．5 cm真叶叶柄接种于诱导分化培养基中培养， 

每个三角瓶接种l5个材料，每处理重复3次。诱导分化 

培养基为：(1)MS+6一BA 1．0 mg／L+NAA 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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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S+KT l1 0 mg／L+NAA 0．2 mg／L~(3)MS+TDZ 

1．0 mg／L+NAA 0．2 mg／L~(4)MS+TDZ 0．1 mg／L+ 

NAA 0．2 mg／L；(5)MS+TDZ 0．01 mg／L+NAA 0．2 

mg／L；pH 5．6，蔗糖3 9／6，琼脂 l 9／6，培养温度控制在251C 

左右，每天的光照时问为12 h，光照强度为 l 500 lx。培 

养 10 d后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培养25 d后统计愈伤组 

织分化率。30 d后切取高度在 3～4 cm的芽转接在生根 

培养基上，观察菊苣的生根情况。生根培养基：MS+ 

IBA 0．2 mg／L。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菊苣愈伤组织诱导效果的影响 

由表 l可 知，尽管 在 培养 基 (1)MS+6一BA 

1．0mg／Lq-NAA 0．2 rag／和(2)MS+KT 1．0 mg／L+ 

NAA 0．2 mg／L上的出愈率达 9O 以上，在培养基(3) 

+TDZ 1．0 mg／L+NAA 0．2 mg／L、(4) +TDZ 0．1 

rag／L+NAA 0．2 mg／L及 (5)MS+TDZ 0．01 mg／I + 

NAA 0．2 mg／L上的出愈率达到 i00 9／6，但各处理诱导愈 

伤组织的状况却有一些差异。各处理在接种的第 7 d开 

始在切口两端出现些微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呈透明状 ； 

之后愈伤组织逐渐由外植体两端向中间部分生长，愈伤 

组织质地疏松。在培养基(1)上的诱导效果最差，生长势 

也较其他组合差，愈伤组织呈浅黄绿色泛白；在培养基 

(3)～(5)上的诱导效果最好，生长势最强，愈伤组织呈黄 

绿色至绿色，但是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其愈伤组织的老 

化速度明显快于培养基(1)和(2)；在培养基(2)上诱导效 

果、生长势均介于其他处理之间，愈伤组织呈黄绿色。 

2．2 不同培养基对菊苣愈伤组织分化能力的影响 

在这 5种培养基上都可以高频诱导出愈伤组织，但 

愈伤组织的分化能力却有显著的差异(如图 l、图 2所 

示)。在培养基(1)中的愈伤组织分化能力最差，分化率 

低 ，出芽时间晚，约在 2O d左右才有芽点发生，且极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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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生根率在 60 9／6以上。在培养基(3)、(4)、(5)上尽管分 

化能力强，出芽时间早，在 12~16 d以有芽点发生(浓度 

低至 0．01 mg／L、0．1 mg／L TDZ的 TDZ分化效果好于 

1．0 n1g／L TDZ)，但芽苗形态异常，长出的芽苗呈半透明 

水浸状、植株肿胀、畸形且体内含水量高(如图3所示)， 

接触培养基的底部愈伤组织呈褐色腐烂状，生根培养困 

难。在培养基(2)上的愈伤组织分化能力较强，在 15 d 

左右观察到芽点发生，芽生长较快，芽苗形态正常。 

2．3 生根培养 

当芽的高度在 3～4 cm左右时，切取生长健壮的植 

株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上，所有的植株都能正常生长，培 

养 7～8 d时可观察到根的发生，根生长较快，主根清晰， 

须根较多(如图 4所示)，第 l0天时统计生根率为 

100 oA。 

表 l 不同培养基对菊苣诱导分化的影响 

⋯ 类型 
的 

(1)MS+6--BA l_0 rag／I +NAA 0．2 rag／L 

(2)MS+KT I，0 mg／L十 NAA 0．2 mg／L 

(3)MS+TDZ 1．0 mg／L+NAA 0．2 rag／L 

(4)MS+TDZ 0．1 n1g／L+N从 0．2 1T堰／L 

(5)MS+TDZ 0．01 mg／L+NAA 0．2 mg／L 

】7．8 2O 

77．80 15 

66．7 I6 

8d．4 13 

86 7 I2 

MS+TDZ 0．01 n1g／L+NAA 0．2 mg／L MS+TDZ 0．1 mg／I +NAA 0．2 mg／I MS+TDZ 1．0 mg／I +NAA 0．2 mg／I 

图l 附加 TDZ的培养基愈伤分化情况(15 d) 

MS+6一BA 1．0 rag／I +NAA 0．2 mg／L(15 d) MS+KT1．0 rng／L+NAA 0．2rag／L(20 d) 

图 2 附加 6-BA或 KT的培养基愈伤分化情况 

3 结论与讨论 

6-BA+NAA、KT+NAA、TDZ+NAA组合均能很 

容易的启动菊苣脱分化，而菊苣再分化因植物生长调节 

剂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TDZ启动再分化效果最好， 

KT其次，6一BA最差；但是 KT诱导的芽苗的生长状况 

最好，其次是6-BA，TDZ诱导的芽苗生长状况最差。在 

添加 6-BA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易再分化出根，影响了 

芽的分化。综合来看，MS+KT 1．0 mg／L+NAA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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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培养基是最佳的诱导分化培养基。 

导致玻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众多，如l_7 ]：激素、琼 

脂及蔗糖浓度，培养材料的差异，无机盐离子浓度，堵养 

的环境条件等。试验中，在其他培养条件一致的情况 

下，植物生长凋节剂TI)Z的添加可能是导致菊苣愈伤 

分化出现玻璃化苗的主要原因。TI)z(N一苯基一N l，2， 

3一噻二唑一5一脲)是人工合成的苯基脲衍生物 j，具有的高 

细胞分裂素活性l_1 ，在试验 中，当 TDZ浓度降低到 

6一BA、KT的 1／100时，对菊苣诱导分化 的影响仍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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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KT强，这 与前人 在其他植物上 的研究结果一 

致m]。在培养过程中，培养基内添加 TDZ导致培养容 

器内乙烯含量的增加 “ ，过量的乙烯致使叶绿素分解 

及细胞的畸形发展，破坏TflH胞的结构 。高浓度的细 

图 3 玻璃化苗 (MS+TDZ 0．1 rT1g／L+NAA 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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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Chicory 

YANG Chun-yan ，LIAO Ming-an ，HAN Yong-fena，TANG Cheng-bin2，WAN G Xiao-li 

(1．College of Forestry and Horticulture，Sichu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Ya’8n，Sichuan 625014，China；2．Guizhou Institute of Prataculture， 

Dushan，Guizhou 558200，C}1ina) 

Abstract：The tis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Puna chicory was carried out using leafstalk as explants．The re— 

suits showed：1eafstalk could induce callus on five inducing differentiation culture medium，the rate of callus induction 

was over 90 ，but the effect of bud differentiation was different in culture mediurn．The optimum medium for callus in— 

duction and bud differentiation WaS MS+KT 1．0 mg／L+NAA 0．2 mg／L；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 formation was 

MS+IBA 0．2mg／I 

Key words：Chicory；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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