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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日本冬青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研究 

朱志国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园林园艺系，安徽芜湖24100o) 

摘要 以金叶日本冬青新梢茎段为外植体，探讨不同部位新梢、不同激素组合、糖源以及培养基pH值对其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采用相同处理，取中上部新梢茎段作外植体较好，其消毒成活率、愈伤萌动率、分化成苗率均较高；MS+KT1．0m#L+NAA0．2 

neJL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分化最佳；蔗糖浓度为30 g／L时效果最好，愈伤诱导率为 100％；培养基pH值以6．0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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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Ca]hi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llex crenata f 

ZHU Zhi．guo (Department of C-~clen Horticulture，Wu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lu，Anhui 241000) 

Abstract In tl1is experiment the effect of homlone combination。sugar source and pH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as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ew stem-tip at upper part was optimum explant，with high survival rate after sterilization and the sprouting rate of its callus were rglatively 

higI1．MSmedium supplementedwithKT1．0m#L，andNAA0．2m#Lwasthe best onefor callusinductionand differentiation．Whenthe density of sugar 

Was 30 L，the rate of callus induction Was 100％ ．In addition，the optimum medium  pH Wa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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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采用带芽的新梢茎段作为外植体。 

1．2 试验方法 

1．2．1 取材部位及消毒时间。分别从植株基部和中上部取 

长约5～10 cm的新梢，洗净后用75％乙醇消毒 40 s,0．1％升 

汞消毒 1～5 min后接种，光照 12～14 h／d，温度 25℃，比较不 

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污染和不同部位新梢的影响。基部茎 

段和中上部茎段均每处理 30瓶，每瓶接 1个外植体，3次 

重复。 

1．2．2 激素配比。切取茎段分别接种到9种不同激素配比 

的培养基上(m#L)：①1／2MS；②MS；③MS+6-BA 0．5+NAA 

0．1；~MS+6．BA 1．0+NAA 0．1；⑤MS+6-BA 2．0+NAA 0．2； 

@MS+KT 0．5+NAA 0．1；(Z)MS+KT 1．0+NAA 0．2；( MS+ 

KT 0．5+6-BA 0．5+NAA 0．1；⑨MS+KT 0．5+6-BA 0．5+ 

NAA0．2。在25℃条件下，光照 12～14 h／d，比较不同培养基 

对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成苗的影响。基本培养基中添加3％ 

的蔗糖、6．0 g／L琼脂。每处理30瓶，每瓶接 1个外植体，3次 

重复。 

1．2．3 糖源。比较蔗糖、葡萄糖、麦芽糖在 20、30和 40 L 

条件下愈伤的诱导分化效果。每处理 3o瓶，每瓶 1个外植 

体。在25℃条件下，光照 12～14 h／d，观察愈伤组织生长及 

分化情况，统计愈伤诱导率。 

1．2．4 培养基 pH值。培养基灭菌前，设 pH值：4．5、5．0、 

5．5、6．0和6．5。每个处理20瓶，选用 MS基本培养基，添加 

蔗糖3o L，在 25℃条件下，光照 12—14 h／d，观察愈伤组织 

生长及分化情况，统计愈伤诱导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时间对茎段培养及分化的影响 由表 2可 

见，0．1％HgCI2处理3 min，外植体污染率、死亡率均较低，分 

别为12％和 15．3％，成活率、分化率较高，分别为 72．7％和 

81．6％；处理 5 min，污染率降至 7．8％，但死亡率却高达 

68．2％，分化率下降为66．7％；处理 1 min，污染率达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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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率 11．5％，分化率仅62．5％。说明处理时间过长或过短 

对外植体消毒都不利，消毒时间过短时灭菌不彻底，消毒时 

间太长，HgC12对外植体有一定的毒害作用。 

表1 0．1％ItgCl2不同处理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注：外植体均 为茎段 ，接种数均为 30个。 

2．2 外植体不同部位对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采用相同处理，接种40 d后，基部新梢的消毒成活率明 

显比中上部新梢低，愈伤的诱导率中上部新梢茎段较基部新 

梢茎段好。在接种45 d后，中上部新梢诱导出的愈伤组织长 

满并包围切段，60 d开始有不定芽分化，分化率 81．3％，并形 

成无根苗。基部新梢愈伤组织的出现比中上部新梢迟 2周 

左右，大多数愈伤组织先从基部一端切口形成，然后从另一 

端切口再长出愈伤组织，且长势缓慢，愈伤分化成苗率不高， 

仅 76．1％ 

表2 外植体不同部位对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的影响 ％ 

2．3 不同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表 3显 

示，添加 KT的培养基，愈伤诱导率较高，当 KT浓度由0．5 

m#L上升为 1．0 m#L时诱导率从 54．103％上升为 74．69％； 

经过一段时间后，愈伤组织分化成芽，分化率由71．67％上升 

为 84．33％。在不添加任何激素的MS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萌 

动最晚，没有芽的分化。在添加6．BA浓度为0．5和 1．0 m#L 

或添加 6-BA与 KT混合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诱导率都偏 

低，但都有芽的分化。结果表明，激素组合Ms+KT 1．0 m#L 

+NAA 0．2 m#L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化成苗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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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激素处理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注：接种数均为3o个。 

2．4 不同糖源对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表4显示， 

不同糖源对金叶日本冬青愈伤诱导率、诱导系数有明显影 

响，蔗糖较葡萄糖、麦芽糖效果好；蔗糖浓度 30 L效果最 

好，诱导率 100％，愈伤组织分化率较高，为 83．5％；糖源浓度 

不宜过高，这样不仅可保证一定的诱导率，还可节约成本。 

表4 不同糖源对金叶日本冬青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2．5 培养基 pH值对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表 5显 

示，不同pH值虽然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不大，但对愈伤 

组织生长量有较明显影响。pH值6．0时愈伤组织块直径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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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4．5的3倍以上，愈伤组织生长最好，芽分化较早，分化 

率最高，且这些芽能抽叶展茎成苗。pH值6．5时，愈伤组织 

生长受到抑制，分化率下降。故金叶日本冬青愈伤组织诱导 

及分化成苗的培养基 pH值以6．0较为合适。 

表5 不同pH值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注：接种外植体数均为 2o个。 

3 小 结 

(1)中上部新梢茎段作外植体较好，其消毒成活率、愈伤 

诱导率均较高，不定芽分化较早，并形成无根苗。茎段最佳 

消毒时间为0．1％升汞 3 min。 

(2)以茎段作外植体，MS+KT 1．0 mg／L+NAA 0．2 mg／L 

的激素组合对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效果最佳，愈伤组织分化 

成苗率较高。 

(3)蔗糖浓度以30 s／L效果最好，诱导率为 100％，愈伤 

组织分化率较高。 

(4)不同pH值对金叶日本冬青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差异不大，但在愈伤组织生长量及分化上差异较明显，以 

值 6．0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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