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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花茎离体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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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研究了多种因素对萱苹花茎组织培养 

的影响。结果表明：7O 酒精 30s+0．1 升汞10min对 

花茎消毒效果最好，污染率和成活率分别为28．O 和 

72．O 。基因型对花茎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较大，‘金娃 

娃，和‘东方不败’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别为 69．8 和 

44．6 。但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不大，两个品种愈伤组 

织的分化率均为 82 左右。‘金娃娃’的最适宜培养基 

为 MS+IBA 0．5rag／L+BA 1．0mg／L，愈伤组织诱导率 

和分化率分别为7O．3％和89．79，6。花茎不同部位的愈 

伤组织诱导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上部、中部、下部 对 

花茎进行 lO d暗培养有利于愈伤组织诱导，诱导率可达 

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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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是百合科萱草属(Hemerocallis)多年生草本宿 

根花卉，别名忘忧草、黄花菜等。萱草适应性强、叶丛姿 

态优美、花色花形丰富、花期长。是庭园、花坛及街头绿 

化的理想花卉。但萱草一般采用分蘖方式进行增殖，1 

株萱草每年仅可繁殖 4～5株，难以适应市场商品化生 

产的要求口]。因此，建立萱草有效的离体再生和快繁体 

系是解决优良品种推广应用的关键问题之一。萱草离 

体培养在 国外研究较早，Meyer(1976)[2]、Griesbach 

(1989)r引、Saker(1998) 等先后对萱草离体培养的研究。 

我国对萱草组织培养研究较晚，近些年来 ，杨乃博 

(1985)、郭达初(1990)等陆续进行了研究报道。但研究结 

果不尽相同 n]。试验对萱草花茎组织培养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期望建立萱草花茎培养的有效再生 

体系和快速繁殖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材来自沈阳植物园，选取的两个品种为‘金娃娃’ 

和‘东方不败’。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和接种 取长约 10 cin的萱草花 

茎作为外植体。首先置于流水下冲洗 2O rnin，然后将其 

切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用 70％的酒精、0．1 升汞 

和5 次氯酸钠单独或组合使用进行消毒。共试验 4种 

消毒方法。依次为I：0．1％升汞 10 min；[1：70 酒精 30s+ 

0．1 9，6升汞lO min；Ⅲ；5 次氯酸钠 lO mln；IV：7O％酒精 

30s+5 9，6次氯酸钠 lo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4～6遍。 

1．2．2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不同浓度配比的NAA、IBA、BA和KT，培养基中蔗糖 

3O．0 g／L(1／2MS减半)。琼脂6．5 g／L，pH值为5．8。培 

养温度25℃，光照强度为 1 000~i 500 Lx，光照时数是 

l2 h／a。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方法对花茎消毒效果的影响 

不同消毒剂及不同组合对‘金娃娃’花茎消毒效果 

有明显不同(表1)。可以看出。使用7o％酒精与0．1 

升汞溶液组合消毒效果最好、花茎成活率最高，消毒后 

花茎的污染率为 28．O％，成活率为 72．O 。单独使用 

5％的次氯酸钠溶液消毒和使用7o 酒精与5 0,4的次氯 

酸钠溶液组合消毒的效果相近，污染率都高达 52．O 。 

另外，试验中还观察发现使用7O％酒精与5 的次氯酸 

钠溶液组合消毒对花茎外植体的伤害较大，接种 4d后 

部分花茎外植体开始变黄或发黑。最后死掉，成活率仅 

为36．O 。可见，使用 7O 酒精 30s+0。1 升汞溶液 

lOmin是萱草花茎较为适合的消毒方法。 

2．2 不同激素浓度及配比对花茎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 

表 1 不同消毒方法对‘金娃娃’花茎消毒效果的影响 

的影响 

将‘金娃娃’的花茎外植体接种到9种不同的培养 

基上，不同激素及浓度配比对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和分化 

的影响见表 2。可以看出，这几种激素配比均能诱导花 

茎产生愈伤组织及愈伤组织分化出苗。其中培养基 

MS+IBAO．5 mg／L+BA1．0 mg／I 对愈伤组织的诱 导 

和分化最有效，花茎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为70．3 9，6，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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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中愈伤组织的分化率为89．7 ；在培养基 MS + 

IBA 0．1 me／L+BA 2．0 mg／L上花茎的愈伤组织诱导 

率最低，仅为36．5 ；愈伤组织在培养基 MS +IBA 1．0 

mg／l +BA 0．5 n,．g／L上的分化率最低，为52．2％。可 

见，MS+IBA 0．5 mg／L+BA 1．0 mg／L是‘金娃娃’花 

茎初代培养和继代培养的最适培养基。 

2．3 基因型对花茎离体培养的影响 

将‘金娃娃’和‘东方不败’的花茎外植体接种在 

MS+IBA0．5 rag／L+BA1．0 rag／L培养基中(表 3)，观 

察不同基因型对花茎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及愈伤 

组织再分化的影响。可以看出，两个品种的愈伤组织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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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率有差异较明显，‘金娃娃’为 69．8~14；‘东方不败，为 

44．69，6。不同基因型对愈伤组织的再分化影响不大，这 

两个品种的愈伤组织分化率都约为82 左右。 

表2 不同激素浓度及配比对‘金娃娃’花茎愈伤 

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接 荣 分 

表3 萱草不同品种对花茎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接种外 产生血伤 血伤组织 分化的血伤 盘伤组织 

品种 植体数 组织的外植 诱导毕 组织数 分化牢 

(块) 体数(块) ( ) (块) ( ) 

金娃娃 63 44 69．8 36 8l_8 

东方不败 65 29 44．6 24 82．8 

2．4 花茎不同部位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将‘金娃娃’的花茎切段放入MS十IBA0．5 m L+ 

BA1．0 mg／L培养基中(表4)，20 d后茎段开始形成愈伤 

组织。不同部位的花茎产生愈伤组织的能力有较大的 

差异，上部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为 81．O 2，5，下部的诱 

导率最低，仅为21．1 2，6。因此在使用萱草花茎作快速繁 

殖时，应选用幼嫩花茎的上部为外植体。 

表4 ‘金娃娃’花茎不同部位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2．5 暗培养对花茎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表 5 暗培养对‘金娃娃’花茎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曙培养时同 接种外檀体散 严生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 

一  一  !堡! 塑 垫堡墼 堡! 垦!皇! 
0 53 35 66．0 

5 55 41 74．5 

1O 53 42 79．2 

15 54 41 75．9 

将‘金娃娃’的花茎接种在 MS+IBA0．5 mg／L十 

BAI．0 mg／L培养基中，进行5 d，10 d，15 d，30 d的暗培 

养，30 d后观察黑暗环境对花茎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 

织的影响(表5)。可以看出，暗培养 l0 d对花茎愈伤组 

织诱导最有利，其诱导率可达 79．2 9，5。试验中可观察 

到，暗培养 5 d后，花茎由绿色变为黄绿色，花茎形态学 

下端的切口处有膨大现象，膨大的组织呈淡黄色、半透 

明状；暗培养 10 d后，切口处膨大的组织脱分化形成愈 

伤组织，同时在外植体的中部有部分组织膨大生长；处 

理 l5 d后部分花茎外植体颜色开始变黄，中部膨大的组 

织形成质地紧密、呈黄绿色的愈伤组织；处理 30 d后部 

分外植体变黄甚至死亡。 

l56 

3 讨论 

3．1 萱草花茎离体培养的成苗途径 

在对萱草组织培养的研究中，大多数报道都是先经 

过愈伤组织的诱导、再分化出芽的途径来实现植株再 

生，仅刘先芳等[1 ]在 MS+6一BAI．0+NAA0．1、MS+ 

6-BAI．O+NAAO．2和MS+6一BAI．O+IBA0．4三种培养 

基上直接得到了不定芽，且第一种培养基中的出芽率达 

到 75 ，但这些芽最终只能形成一棵独苗 本试验中， 

在9种培养基中培养的萱草花茎也是通过先形成愈伤 

组织，再使愈伤组织分化成苗的途径进行植株再生的， 

这样可能易产生变异。因此，如何能够实现黄草花茎直 

接再生不定芽而成苗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3．2 不同基因型和暗培养对萱草离体再生的影响 

王晓娟等[1妇研究发现，萱草不同品种在离体培养中 

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分化能力存在一定差异。在本试验 

中，‘金娃娃’和‘东方不败’两个品种的花茎外植体在 

MS+IBA0．5 mg／L+BAI．0 mg／L培养基中的愈伤组 

织诱导率有明显差异，其中‘金娃娃’为69．8 ；‘东方不 

败’为44．62，6，而愈伤组织的再分化频率差异不大，都约 

为82．0％。这可能与供试品种有关。 

近些年来，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光在植物组织培养中 

的作用。但暗培养对萱草离体培养的影响至今还未见 

报道。试验中，将‘金娃娃’的花茎接种在培养基上然后 

进行不同天数的暗处理，发现暗处理 10 d对花茎愈伤组 

织诱导最有利，这说明一定天数的暗培养对萱草花茎愈 

伤组织的形成有利，但其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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