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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黄蔷薇离体培养再生体系的建立 

余晓丽 ，王世茹 ，褚学英 

(1．武汉工业学院生工系，湖北武汉 430023；2．河南南阳农业学校园艺系，河南南阳473000； 

3．南阳师范学院生物系，河南南阳473061) 

摘要：就野生黄蔷薇的离体培养再生体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适于黄蔷薇分化的诱导培养基为改良MS 

附加AgNO3 3．0 mg,／L、6一BA 1．5 mg,／L、NAA 0．5 mg,／L、琼脂6．5g,／L、蔗糖30 g／L，最高分化率达94％，以改良Ms 

附加AgNO3 3．0 mg,／L、6一BA 1．5 mg,／L、NAA0．05 mg,／L、琼脂6．5 g／L、蔗糖30 g／L作增殖培养基效果最好，增殖 

倍数为4．5；适于生根的培养基为改良1／2MS附加 AgNO3 4．5 mg,／L、IBA 0．2 mg,／L、0．2％活性炭 、琼脂 4．0 g,／L、 

蔗糖20 g／L，生根率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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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黄蔷薇⋯，蔷薇属，生长在荒山野岭、气候 

环境恶劣的地方，其根系强壮，茎粗壮，直立性强，有 

较强的抗寒性及抗病性，非常适合作月季砧木。黄 

蔷薇常规方法繁殖系数低 ，有关黄蔷薇的组织培 

养国内外尚未未见报道，本研究 旨在筛选出适于黄 

蔷薇离体培养再生的最佳培养基，为野生黄蔷薇的 

组织培养与离体快繁提供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黄蔷薇(Rosa hugonis)采 自河南的伏牛山区。 

1．2 黄蔷薇无菌苗 

取当年生带腋芽茎段，流水冲洗 60—120 min 

后，70％酒精处理5一10 S，再用0．I％升汞溶液表面 

灭菌 10—20 min，无菌水冲洗 4—5次，接种于诱导 

培养基上。 

1．3 不定芽的诱导分化 

切去无菌苗两端已褪色的组织，将茎段切成1．5 

cm左右长的小段，接种于诱导分化培养基上，培养 

基为改良MS附加6一BA 0．5—2．5 mg／L、NAA 0— 

1．0 mg／L、AgNO3 3．5 mg／L、蔗糖 30 g／L、琼脂 6．5 

g／L(pH值5．8)，每瓶接种 1个茎段，共接 30瓶，重 

复 3次。培养 室温度为 22—26℃，光强约 25 

mol／(m ·S)，每天光照 14 h。30 d继代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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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定芽的增殖 

取无菌苗茎段，接种到增殖培养基上继代培养。 

继代培养基为改良MS附加6一BA 1．0—2．5 mg／L、 

NAA 0—0．1 mg／L、AgNO3 3．5 mg／L、蔗糖 30 g／L、 

琼脂 6．5 g／L。培养条件同上。30 d继代 1次。 

1．5 生根及移栽成苗 

切取 2 cm长的不定芽接种于生根改良培养基 

上，生根培养基为 1／2MS附加 IBA 0—0．2 mg／L、 

NAA 0—0．2 mg／L、AgNO3 4．0 mg／L、蔗糖 20 g／L、 

琼脂4．5 g／L、0．2％活性炭，培养条件同上。生根苗 

炼苗后移到过渡基质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定 芽的诱导和分化 

根据资料 分析及预试验，确定 AgNO 的浓 

度为3．5 mg／L，将无菌外植体接种于1—12号诱导 

分化培养基上。30 d后在 2、6、8、10、12号培养基上 

都有不定芽分化，以 6号培养基分化率最高，达 

94％(表 1)。 

表 l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野生黄蔷薇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2．2 不定芽的增殖 

将不定芽接种于 1 10号增殖培养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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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 d后在 3、5、7、8、1O号培养基上都有不定芽分化， 

以7号培养基的增殖倍数最高，达4．5倍(表2)。 

表2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野生黄蔷薇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2．3 生根及移栽成苗 

根据资料 分析及预试验，确定 AgNO 的浓度 

为4．0 mg／L，活性炭的浓度为0．2％，将不定芽接种 

于 1—6号生根培养基上，将诱根培养基中琼脂用量 

减近半，移栽洗根时不易伤根。3O d后在2、3、5、6 

号培养基上都有根的分化，以5号培养基的生根率 

最高(表3)。30 d形成完整的根系后，移植到过渡 

基质上，30 d后小苗成活。 

表3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野生黄蔷薇不定芽生根的影响 

3 结论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生物调节物质的浓度和比 

值对根、芽的生长影响较大。细胞分裂素6一BA／生 

长素 NAA比值高时，诱导芽的分化；两者比值适中 

时，产生愈伤组织；比值低时，诱导根的分化。因此。 

要想在短期内得到大量的组培苗，掌握好 6一BA和 

NAA的比例是很重要的。在野生黄蔷薇的离体培 

养中发现，不定芽常出现不同程度的黄化现象。根 

据资料分析及预试验，在诱导、增殖及生根阶段加入 

适量的AgNO 对黄化现象有一定的控制作用。Ag— 

NO 对植物再生体系构建的作用机制尚未清楚，目 

前，一般认为，Ag离子是较好的乙烯活性抑制剂，能 

竞争地作用于乙烯作用部位，从而抑制乙烯的产生， 

防止外植体产生过多的乙烯对植株再生的抑制作 

用。在生根阶段有一定量的试管苗出现褐化现象， 

这是因为组织受到损伤，多酚氧化酶被激活使酚类 

物质被氧化为醌类物质，它可导致培养材料死亡。 

我们在培养基中加入活性炭，有效地解除了褐化现 

象。为了提高工效，降低成本，将诱根培养基中的琼 

脂减量使用，使培养基呈半液体状态，结果表明，在 

半液体状态的生根培养基上可提早生根 4 d左右， 

移栽洗根较为容易，不易伤根，成活率高。用组织培 

养的方法不但可大幅度提高野生黄蔷薇的繁殖速率 

与繁殖频率，而且试管苗移栽植株根系发达、生长健 

壮、苗木整齐，是批量繁殖和生产商品苗的一种好 

方法。 

综上所述，有利于野生黄蔷薇离体培养细胞分 

化的诱导培养基为改良MS附加 AgNO 3．5 mg／L、6 
一 BA 2．0 mg／L、NAA 0．5 mr／L、琼脂 6．5 r／L、蔗糖 

3O g／L；以改良 MS附加 AgNO3 3．5 mg／L、6一BA 

2．0mg／L、NAA 0．05 mr／L、琼脂 6．5 r／L、蔗糖 3O 

g／L作为增殖培养基效果最好，增殖倍数为 4．5；利 

于生根的培养基为改 良 1／2MS附加 AgNO 4．0 

mg／L、IBA 0．1 mg／L、0．2％活性炭、琼脂 4．0 g／L、 

蔗糖 2O g／L，生根率达 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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