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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 

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 

刘连芬 钱关泽 

(聊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以金银花的茎、叶片、芽为外植体，在70个不同浓度IAA、NAA、6-BA组合的MS培养基 

上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分析了金银花的快速繁殖体系的培养条件，发现芽是金银花组织培养的最 

佳外植体 ，IAA和NAA的最佳浓度均为 1 mg·L_。，6-BA 的最适浓度为 0．1 mg·L_。，确定适宜 

的初代培养基为：MS+6一BA 0．1 mg·L-1+NAA 1 mg·L_。，诱芽培养基为：MS+6一BA 0．1 

mg·L一 +NAAO．02 mg·L_。． 

关键词 愈伤组织，金银花，快速繁殖，组织培养 

中图分类号 Q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634(2OO7)O4—0048—03 

0 引言 ． 

金银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属忍冬科忍冬属植物，又名忍冬、银花、双花、二宝花．该种为多年 

生半常绿木质藤本[1]，节间中空，节部膨大，不定根发达；单叶对生，叶片卵形或长卵形，两面被柔毛；每叶 

腋内由二花组成一小聚伞花序，花两侧对称，花冠唇形，初开时为白色，2～3天后变成金黄色，故名金银 

花[2 ；浆果球形，蓝黑色，成对生于叶腋中．花期4～6月，果期 1O～11月L3]． 

除西北、东北等高寒、干旱地区和海南外，全国各地均有分布．金银花全草均可入药，花蕾入药称为金 

银花，茎藤为金银藤或忍冬藤．二者功效相近，但忍冬藤的药力较弱，其性味甘寒，有清热解毒之功能，有用 

于治疗水痘、毒菌中毒等症的报道．金银花功能清热解毒、消炎、除火，主治温病、风热感冒、咽喉肿痛、肺 

炎、痢疾、痛肿溃疡、丹毒等症[3]．金银花花蕾含有挥发性芳香油、肌醇、皂甙、绿原酸和黄酮类化合物等， 

还含有肉桂酸、橙花醇、茉莉醛等；茎中含有生物碱；叶中含有忍冬素、忍冬甙和木犀素等．据药理研究，金 

银花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等有抑制作用[4]．在2003年的 “非典”时期，以金银花为 

重要成分的中草药对“非典”的预防作用显著．金银花除作为用途广泛的中药材外，还具有良好的保健作 

用．金银花茶香气宜人，可以制作饮料，对防治盛夏中暑、上呼吸道感染、风热感冒和肠胃疾病有良好的效 

果．对清除人体自由基、延缓衰老、提高人体免疫机能等具有良好的作用，因而也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系统患 

者降低胆固醇的保健佳品．早期金银花药材均为取自野生材料，随着需要量的加大，逐渐开始有人栽植，并 

分化出密银花、东银花等地方类型．目前人们对金银花的需求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急剧增长，实际生产 

能力还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金银花的品种较少，主要是引自野生的种源．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新品种 

培育有望成为解决产量和质量问题的有效手段．组织培养技术是植物脱毒和快速繁殖的有效手段，探索金 

银花的组培技术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此前对凤爪金银花已有组培报道[5]，但经实验发现金银花与前者组培 

条件有所不同．我们分别采用茎、叶、芽作外植体，用不同的激素组合进行对照实验，以探索金银花的组培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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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从聊城大学校园采集四叶期的健壮金银花幼茎，剪取 

茎、叶片、芽作外植体进行培养． 

1．2 方法 

(1)培养基．试验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以不同 

的生长调节物质浓度组合共设计采用了七十种愈伤组织诱 

导培养基M1,-．~M70和九种不定芽增殖培养基 M71~M79 

(见表 1)．所有培养基均添加 3 蔗糖 ，0．65 琼脂 ，调至 

pH 5．8，分装于 100 mL锥形瓶内，每瓶 25 mL，封口后在 

121 C条件下灭菌20 min，并且将重蒸水、镊子、解剖刀、解 

剖针、滤纸用聚丙烯薄膜包装后一并灭菌．待培养基冷凝 

后 ，放入超净工作台，紫外线表面灭菌 1 h，准备接种． 

(2)愈伤组织的诱导．取新鲜的茎，叶，芽，先用流水冲 

洗30 min，然后放到超净工作台上，紫外灯光照30 min，用 

70 酒精灭菌15 S，再用0．1 升汞灭菌5 min，无菌水冲 

表1 培养基的成分 。“ 

Composition of p[ant growth 

substances(mg·L—1) 

M S+IAA O．1—2+ 6一BA O．1 

M S+IAA O．1—2+ 6一BA O．5 

MS+IAA O．1—2+ 6一BA 1．O 

M S+IAA O．1—2+ 6一BA 1．5 

M S+IAA O．1—2+ 6一BA 2．O 

MS+NAA O．1—2+ 6一BA O．1 

MS+NAA O．1—2+ 6一BA O．5 

M S+NAA O．1—2+ 6一BA 1．O 

M S+NAA O．1—2+ 6一BA 1．5 

MS+NAA O．1—2+ 6一BA 2．O 

M S+NAA O．O2+ 6一BA O．1 

M S+NAA O．O2+ 6一BA O．5 

MS+NAA O．O2+ 6一BA 1．O 

MS+NAA O．O5+ 6一BA O．1 

M S+NAA O．O5+ 6一BA O．5 

MS+ NAA O．O5+ 6一BA 1．O 

MS+NAA O．O8+ 6一BA O．1 

MS+NAA O．O8+ 6一BA O．5 

MS+NAA O．O8+ 6一BA 1．0 

洗3～5次，用无菌滤纸吸干材料表面的水分．用手术刀将 注：0．1～2代表o．1，0．3．0．5，0．8，1，1．5，2(mg．L-1) 

材料切成若干小片，将材料接种在 M1～M70培养基上 ，先经暗 鲞 

培养 24 h，然后置于 25℃和光照为 1 000～1 500 lx(12h／d)培 

养． 

(3)不定芽的诱导 将初代培养的愈伤组织在无菌条件下 

切割，转接到诱芽培养基M71～M79上．~=P25℃下，先暗培养 

1 d，然后置于光照为1 000～1500 lx(12 h／d)条件下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外植体对诱导愈伤组织的效果不同(见表2) 

试验结果表明，用芽做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效果最好，不仅 

愈伤组织数量多而且诱导速度快；用叶作外植体也诱导出了愈 

lo0 

8O 

6o 

锝 
蹄 40 
憨 

20 

O 

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 

／ 
， 

▲．_．▲． 一 ． 

7d 14d 21d 28d培养天数 

伤组织，但速度比较慢，数量相对较少；实验显示，用茎作外植体 E三j 三三三三三互三二三三二二至三三] 
诱导率低于用芽和叶，而且褐化现象较严重·王光全等报道以具 图1 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 

芽的茎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获得成功，实际上是先诱导出丛生芽，再用芽进行组织培养． 

表 3 NAA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6一BA浓度相同) 表4 IAA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6一BA浓度相同) 

2．2 愈伤组织的诱导 

不同浓度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的效果不同． 

d 一  ̂  ̂  ̂ 2  9 6 3 0 7 4 1 2 3 4 5 6 7 8  9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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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AA和 NAA 浓 1o0r 

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 R0 l 

响．试验结果表明(表3，表 釜60} 

4，图2)，NAA和IAA都 落40} 
是在0．5～1．5 mg·L 20} 

浓度 范 围 内诱 导效 果较 0 

好．其中又以 NAA浓度 

为 1．0 mg·L 时效果最 图2 

好，诱导率最高，达97．5 ．随着 

浓度升高诱导率下降；当浓度低 

于0．5 mg·L 时，诱导效果也 

欠佳．IAA浓度为 1．0 mg·L 

时诱导率也较高，达到88．3 0／／o． 

(2)6-BA浓度对愈伤组织 

诱导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见 

表5)6-BA浓度在0．1 mg·L 

100 

0 

不同NAA浓度下诱导率 

6-BA~诱导率的影响 

20d 25d 30d 

培养时间 

100 

0 

60 

曲 40 

20 

0 

不同NAA浓度下的诱导率 匝 口 

／+ 

lr— ／／ 

===； ．． 

=== 二二 ． 
20d 2Sd 30d 

培养天数 

不同NAA浓度下芽愈伤组织诱导率 图 3 不同IAA浓度下芽愈伤组织诱导率 

表5 6-BA浓度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生长素浓度相同) 

20d 25d 30d 30Od 25d 30d 

IAA 1 g· ’ 培养天数 NAA lmg·L-’ 

— 日_0．1 — 0．5 —．卜- 1 —◆- 1．5 — 2 

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图4 不同6-BA浓度下芽愈伤组织诱导率 图5 不同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变化 

(IAA和 NAA 分别 为 1 mg·L 时) 

和0．5 mg·L 时诱导效果较好．其中0．1 mg·L-1诱导率达95．1 ． 

接种10 d后，叶片及芽外植体变绿且变厚，接触到培养基的外植 

体表面长出米粒状的白色愈伤组织．对比发现 M3、M5、M6、M10、 

M12、M13、M38、M40、M41、M45、M47、M48(分属于六种培养基)效果 

较好(见表 6及图5)，生长速度快且愈伤组织多，六者6-BA浓度在0．1 

mg·L 和0．5 mg·L．1之间，而生长素浓度范围较宽在0．1～2 mg· 

L_。，其中又以M40(MS+6-BA 0．1 mg·L +NAA 1 mg·L-1)效果 

最好．因此较理想的金银花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配方是MS+6-BA 0．1 

mg·L．1+NAA 1 mg·L_。．分析这些培养基上培养时间与诱导率的 

关系发现，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实际诱导率百分值越来越接近．这可 

能与生长激素浓度随时间延长发生变化有关，具体变化规律尚需进一 

步研究． 

2．3 不定芽的诱导与分化 

表6 不同培养基上时问对诱导愈 

伤组织的影响 

Rate of mean calli( ) 
Medium 

20d 25d 30d 

将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切成小块作为外植体，转接到成芽培养基上．15 d后，愈伤组织产生大量不定 

芽．对比发现，在MS+6-BA0．1 mg·L_。+NAA 0．02 mg·L 培养基上芽的分化最多、最快，而随着6一 

BA和NAA浓度的升高，产芽率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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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Olson的环状模式理论家庭实现其基本功能的结果与其亲密度和适应性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 

亲密度和适应性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平衡型家庭比不平衡型家庭的功能发挥要好 ． 

家庭类型的划分是根据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如果亲密度与适应性两个维度得分均过高或者过低，偏离正 

常的4种家庭称为极端型家庭，这类家庭及其成员常常出现适应不良等问题；适应性得分在44～57分，亲 

密度得分在63~71分的属于平衡型家庭；其余则属于中间型家庭．家庭沟通是一个促进性因素，平衡型家 

庭比不平衡型家庭有更好的沟通．家庭的基本功能为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青少年阶段心理发展水平尚处于从幼稚向成熟发展的过渡时期，如果心理与生理发展 

不平衡，很容易产生行为问题，家庭功能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缺乏亲密 

情感和有效沟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青少年，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个性易与同龄的其他青少年格格不入．他 

们与人交往时保持警惕，并体验到焦虑，心理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L4]． 

大学新生因为刚刚入学，需要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因此 

面对陌生环境，其心理健康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作为大学生中的一类特殊群体，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尤其 

值得关注，本研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了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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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ce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alli in Tissue Culture 

of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LIU Lian—fen QIAN Guan—ze 

(School of Life Science，Liaocheng Univercity，Liaocheng 252059，China) 

Abstract The stems，leaves and buds of Lonicera japonica Thunb．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induce 

calli in 70 kinds of culture media．The most feasible concentration for IAA and NAA was 1 mg ·L_。， 

while for 6-BA it was 0．1 mg·L-。．The optimal initial medium was found as M S+ 6-BA 0．1 mg·L 

+ NAA 1 mg·L_。，while for clump bud generation medium ，the best one was M S+ 6-BA0．1 mg·L + 

NAA 0．02 mg ·L_。． 

Key words callus，lonicera japonica，rapid propagation，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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