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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脉单药花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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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银脉单药花(Aphelandra squarrosa)当年生幼嫩茎段为外植体，根据其茎段幼嫩程度不同分为三级(未 

木质化、半木质化、木质化)进行进瓶诱导并建立了无菌系；在此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丛芽增殖及生根诱导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半木质化茎段为最佳的外植体；而且不同的外植体其最佳的灭菌条件有所不同：未木质化： 

=75％ 酒精30 s+1 s／L升汞5 rain；半木质化： =75％酒精30 s+1 g／L升汞7．5 rain；木质化： =75％ 

酒精 30 8+1 g／L升汞8．5 min；较好的增殖培养基为：MS+KT0．5 mg／L+IBA0．1 me／L；较好的生根诱导培养 

基为：MS+NAA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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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nual tender stems of Aphelandra squarrosa，which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i．e．unlignified，semi—lignified and lignified tender stems)，were used as explants and respectively 

induced into the primary culture media．Moreover，Its aseptic plantlets in vitro were obtained，and its 

proliferation and rooting culture were carried out．The semi — lignified tender stems of Aphelandra 

squarrosa were the best among the three tested explant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al sterilization 

method was respectively 75％ ethanol 30 S + 0．1％ HgC12 5 min for the unlignified tender stems of 

Aphelandra squarrosa，75％ ethanol 30 S+0．1％ HgC12 7．5 min for its semi—lignified tender stems， 

75％ ethanol 30 S+0．1％ HgC12 8．5 min for its lignified tender stems among all the tested ones；the best 

proliferation culture medium of Aphelandra squarrosa was MS + KT0．5 mg／L + IBA0．1 mg／L among all 

the tested culture media；the optimal rooting culture medium of Aphelandra squarrosa was MS+NAA0．5 

mg／L among all tested cultur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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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脉单药花(Aphelandra squarrosa)为爵床科单药花属亚灌木植物，又名银脉爵床、斑马爵床，原产 

南美和墨西哥。银脉单药花花穗金黄，苞片很大，似瓦片状层层重叠，花双唇形，淡黄色；叶片深绿色有光 

泽，叶面具有明显的白色条纹状叶脉，很象斑马条纹，观赏趣味甚浓。因此，银脉单药花是一种观赏价值 

很高的观花、观叶植物，目前市场上不少商家送其一个美名“好运来”，其以漂亮的叶片及独特的花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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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 。 

银脉单药花植株矮小，大多以扦插繁殖为主，繁殖率低，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组织培养为银脉单药 

花的快速繁殖提供了新的手段；与银脉单药花同属的金脉单药花已经建立了组织培养及工厂化育苗体系。 

蒋泽平等(2000)、李玉巧等(2001)以黄脉爵床嫩枝为外植体进行了离体繁殖并获得成功 ．6 J。迄今仅有一 

篇有关银脉单药花组织培养的相关报道 J，我们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建立起一套较 

为完善的银脉单药花离体快速繁殖体系，将为这一优良的园林树种更快地应到园林绿化中去有着积极的 

现实意义；同时也为银脉单药花做更深一步的研究、开发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盆栽银脉单药花的当年生嫩枝为试验材料。 

1．2 操作过程及方法 

剪取当年生枝条，修去多余枝叶，用5％ 洗衣粉溶液浸泡 5 min，并用棉球仔细清洗，清水洗净后分 

级，根据其木质化程度不同将其分为未木质化(A)、半木质化(B)、木质化(C)三个级别进行处理 ，吸水 

纸吸干，先用 =75％酒精处理30 s，再用0．1％升汞消毒4一10 mln(表I)。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 

接人到初代培养基MS+6一BA1．0 mg／L+IBA0．1 mg／L中，每瓶接人 1根。增殖培养：取生长状况基本 

相同的银脉单药花无菌苗，剪去过长的茎段，保证每苗上均带有相同数目的腋芽，接人增殖培养基中，具 

体培养基组合详见表2、表3。生根培养：取约2—3 em带顶芽茎段，接人生根培养基(表4)中。培养基均 

用琼脂 6 g／L，蔗糖 30 g／L，pH5．8。 

1．3 评价项目和方法 

污染率(％)=污染茎段数／接种数 X 100，成活率(％)=成活茎段数／未污染茎段数 X 100，灭 

死率(％)=灭死茎段数／未污染茎段数 X 100，增殖系数(倍)=转接后瓶数／转接前瓶数，生根率 

(％)=生根的苗数／总接种苗数 X 100。 

1．4 培养条件 

将接种后材料置于1 500 lx左右光照条件下培养，光照时间为12 h／d，培养温度为(23±2)cc。每天 

观察其生长情况，30 d后统计数据并加以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灭菌时间对银脉单药花茎段灭菌效果的影响 ， 

从表 1可知，不同灭菌时间对银脉单药花茎段进瓶诱导的影响较大，随着灭菌时间的增加，污染率 

呈下降趋势，而灭死率呈上升趋势。未木质化材料中处理 Al在进瓶后第 3 d就开始出现污染，接后几天 

出现成批污染，污染率较高，达60％；A2一A5也在第4 d后相继出现污染，第 10 d出现污染高峰；相比较 

而言A3一A5的污染率相对较低，但已出现灭死现象，特别是A5灭死率已高达66％。半木质化材料中， 

处理Bl—B2在进瓶4d后开始出现污染且污染率较高，达50％，而B3一B5在进瓶后第8 d后也相继 

出现污染，但污染率相对较低；且直至升汞灭菌8 min后才出现灭死现象，同时发现茎段基部出现褐化， 

芽长势缓慢。在木质化程度较高材料中，只有cl—c2没有灭死现象，但c2污染率较高，生长势一般；而 

在升汞灭菌9 min以后出现灭死现象，且出芽晚、长势差、生长慢。综合污染率、成活率及生长状况三要 

素，发现半木质化茎段的芽生长较饱满，苗长势最好，故最佳的外植体材料为半木质化茎段，其最佳的灭 

菌处理为 B4，即 =75％ 酒精 30 s+1 g／L升汞7．5 min(图 1—1)。 

2．2 不同种类细胞分裂素及其浓度对银脉单药花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由表2可知，银脉单药花在 Ll—L3培养基中的增殖系数随6一BA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其在 L4 
一 L6培养基中的增殖系数也随KT的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其上升幅度并不是太大，但平均增殖系数 

却远远大于6一BA，约为6一BA的2．5倍。在IBA浓度相同的条件下，L4一L6的增殖系数相差不是太 

大，其中L4中的苗长势最好，而L5和L6中的苗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黄叶或枯叶现象，可能是由于KT浓 

度偏高所致。综合增殖系数及苗生长状况，较好培养基为L4：MS+KT0．5 mg／L+IBA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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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对银脉单药花增殖效果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proliferation of Aphelandra squarrosa in vitro 

2．3 不同基本培养基、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组合对银脉单药花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由表3可知，KT浓度的R值最大(1．39)，为最主要影响因子，其次是IBA，最后为基本培养基，3个 

因子的主次顺序是 ：KT>IBA>基本培养基。当 KT浓度由0．3 m L增至0．5 m L时，增殖系数明显 

增加，苗长势较好；而从0．5 m L到0．8 mg／L时，增殖系数反而有所下降，苗长势变差，甚至出现黄叶 

或枯叶现象，因此最适的KT浓度为0．5 m L。 

增殖系数随IBA浓度增加先增加后降低，由表3可看出在IBA0．1 m L时增殖效果最好。对于基本 

培养基来说，用木本培养基增殖率最大，苗长势最好，生长健壮，效果最佳。 

综合增殖系数及苗长势等指标，较好的增殖配方为A3B：C：，即：M未+KT0．5 m L+IBA0．1 m L， 

但此培养基配方在实验中并未出现，根据各因子作用程度的大小与其最接近的培养基为：MS+KT0．5 

m L+IBA0．1 m L，而且在此后的验证实验中也再次证实了M未+KT0．5 mg／L+IBA0．1 m L的增 

殖效果与 MS+K1D．5 m L+IBA0．1 m L相差无几(图 1—2)。 

2．4 不同处理对银脉单药花生根诱导的影响 

据观察，银脉单药花在Y2中第6 d开始生根，且根系生长健壮，生长速度较快；在 Y5中第8 d才开 

始生根；而在 Yl、Y3、Y4和Y6中第 10 d才陆续生根，尤其在Yl和Y4中苗的根系生长细弱，虽然在Y3 

和Y6中根系生长较粗壮，但苗基部出现较多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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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基本培养基、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组合对银脉单药花增殖效果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basal culture media，growth regulator and its concentra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Aphelandra squarrosa in vitro 

注：M太为 McCown＆Lloyd(1982)培养基，又称为木本培养基 引。 

从表4可知，银脉单药花在 

Y2和 Y5中的生根率较高，分别 

为 100％ 和84．6％；而 Y1和 Y4 

的生根率较低，仅为 68．1％ 和 

54．2％。当NAA浓度为0．5 mg／L 

时生根率最高，生长速度快，根基 

部无愈伤组织；而当生长素达到 

0．8 mg／L时苗基部出现较多愈 

伤组织，对苗生根不利。在 NAA 

浓度相同的条件下，基本培养为 

MS的生根率均比1／2MS要高，而 

且苗的长势也更为健壮。综合生 

表 4 不同处理对银脉单药花生根诱导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rooting induction 

ofAphelandra squarrosa in vitro 

注：1／2MS为大量元素减半。 

根率及苗生长状况，较佳的银脉单药花生根诱导培养基为MS+NAA0．5 mg／L(图1—3)。 

图1 银脉单药花进瓶、增殖及生根培养 

Fig．1 Inoculation，proliferation and rooting culture of Aphelandra squarrosa 

(注：1银脉单药花进瓶诱导；2银脉单药花增殖培养；3银脉单药花生根培养) 

3 讨 论 

姚丽娟等(2001)主要采用芽为外植体通过愈伤组织诱导再生植株， (下转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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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程为芽 一愈伤组织 一芽 一植株；而本文以带芽茎段为外植体，经历过程为芽 一芽 一植株。同时， 

我们对银脉单药花再生体系进行了更为深人和系统的研究，初步诱导时对外植体进行了分级处理；在增 

殖培养过程中，发现使用KT的效果要明显好于6一BA；生根诱导成功率高达100％；与姚丽娟等(2001) 

报道的结果均有所差异。 

在银脉单药花进瓶诱导过程中，在切取银脉单药花茎段时其茎段内会分泌出白色粘液，给灭菌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使灭菌往往有时不够彻底。因此，在所有灭菌处理中，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现象。在 

增殖培养过程中发现银脉单药花无菌苗的生长对KT浓度较为敏感，浓度偏高甚至引起苗枯叶、黄叶现 

象，其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在增殖培养和生根培养过程中，也只是分析了部分细胞分裂素及 

生长素等影响因子对银脉单药花茎段增殖和生根的影响，对于其他种类的生长调节剂以及影响因子还 

有待于更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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