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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诱导愈伤组织的研究 

陈海霞， 李茂娟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长沙 410128) 

摘要：采用处于不同发育时期的非洲菊花托作为外植体，以 1／2MS+6-BA 10mg／L+NAA lmg／L为诱导分化 

培养基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结果表明，花托的发育期直接影响愈伤组织的分化，以处于显蕾初期直径为 0．7cm以下 

的头状花序的花托诱导效果最好，随着花序直径的增大，分化诱导率降低，感染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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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llus induction of Gerbera jamesonii receptacle 

developed at different stages 

CHEN Hai—xia，LI Mao-juan 

(College of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 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Flora receptacles of Gerbera jamesonii developed at different stages were used as explants．and 1／2MS+ 

10mg／L 6-BA+1．0mg／L NAA medium was applied on the callus induc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floral receptacle affec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and the best effect WSS floral receptacle of inflorescence which 

diameter Was below 0．7 Cln at early stage of bud appearance；with the increase of inftorescence diam eter，the inducing rate 

0f differentiation decreased．while the infecting rat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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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Gerbera缸mesonii)又名扶郎花，是菊 

科扶郎花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原产南非，喜温 

暖、湿润气候。非洲菊花朵硕大、绚丽多彩、清秀挺 

拔、切花率高、水养期长，兼具色、形、韵之美，具有非 

常高的观赏价值。目前非洲菊位居世界切花销售量 

的第 5位_1 J，其栽培面积不断扩大，消费量和价格 

都在不断增长_2]。非洲菊传统的繁殖方法是种子繁 

殖和分株繁殖，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繁殖速度慢、繁 

殖系数低、成本高、品种退化等缺点，不能满足 日益 

增长的市场需求_3]。目前对非洲菊优良品种进行组 

织培养是主要繁殖方法_4 J。采用这种方法繁殖非洲 

菊，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优良种苗，而且避免 

了分株繁殖和种子繁殖所带来的品种退化问题。 

PierikE5]首先用非洲菊离体花托和花萼诱导出芽， 

Murashige[ ]用非洲菊的生长点离体培养得到侧芽， 

黄济明等_7]以花托为材料，研究了非洲菊离体培养 

诱导成苗和消除试管植株突变的问题。现有大量研 

究均侧重于非洲菊立体培养时外植体的选取和培养 

基的选择[8-15 J。本试验以处于不同发育时期的非 

洲菊花托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花托的不同 

发育时期对愈伤组织产生的速度、数量以及外植体 

褐化的影响，旨在确定最佳发育时期的花托外植体， 

为非洲菊的花托培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湖南农业大学花卉基地简易大棚内地栽的红瓣 

黑心非洲菊品种‘Bellezza’。 

1．2 方法 

1．2．1 分等级 采集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非洲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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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状花序，参照葛皓等[16]的划分标准，分别以处于 

显蕾初期、蕾发育期和舌状花露瓣期的花托为试验 

材料。按照花蕾直径大小，将非洲菊的头状花序分 

为5个等级，显蕾初期(0．7cm 以下，0．7～1．Ocm)； 

蕾发育期(1．0～1．5cm，1．5～2cm)；舌状花露瓣期 

(2cm以上)，并相应设为处理 I、Ⅱ、Ⅲ、Ⅳ、V(见图 

1)。 

1．2．2 消毒与接种 将 5个不同大小的头状花序 

分别置于烧杯中，于 自来水下冲洗 30min，随后在超 

净工作台将花托放人无菌容器中，用 75％的酒精浸 

泡 30s，并用无菌水冲洗一次，然后在 0．1％ HgC12 

溶液中处理 8min，用无菌水冲洗 3～5次，转入无菌 

滤纸中充分吸干水分，用无菌镊子剥去萼片及小花， 

再用无菌刀片将花托切成相同大小的 4块，接种于 

诱导培养基中，每个培养基接种 4块，每个处理每次 

接 24块。 

1．2．3 培养条件 参照曾长立等[”J提供的配方 ， 

即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加入 3％的蔗糖、0．7％ 

的琼脂，调节 pH 5．8～6．2，同时添加 10mg／L的6一 

BA和 lmg／L的NAA。光照时间为 8～10h／d，培养 

温度25～28℃ ，光照强度 1500~20001x。 

1．2．4 观察与记录 接种后，每隔 2d进行一次观 

察与记录，分别记录不同处理花托小切块的生长状 

况，同时统计分化、感染及褐化数量；及时清理感染 

材料，每隔一段时间须将外植体转入新的培养基中， 

防止外植体大量褐化。 

1．2．5 数据统计及处理 每个处理调查 24块，按 

接种的次数重复 5次，分别统计愈伤组织分化率、接 

种感染率、褐化率。取 5次的平均值，运用 Duncan 

新复极差法分析处理 I、Ⅱ、Ⅲ、Ⅳ和V之间的差异 

显著性。 

诱导率 =分化的愈伤组织块数／手妾种总块数 × 

100％ 

感染率 =感染的块数／手妾种总块数 ×100％ 

褐化率 =褐化块数／手妾种总块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对愈伤组织产生速度的 

影响 

在非洲菊花托愈伤组织诱导的过程中，处理 I、 

Ⅱ、Ⅲ的花托小切块 5d左右明显膨大，25d左右在 

切口边缘产生白色、致密的愈伤组织，如图 2、3、4所 

示。处理Ⅳ、V的花托小切块无明显膨大，30d左右 

时仅有少量白色愈伤组织产生，色泽稍黄，如图 5、6 

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在接种后的第 26d，处理 I的 

花托小切块最先有愈伤组织出现，处理 Ⅱ、Ⅲ最早发 

生愈伤组织的时间分别为培养后第 28d和第 31d，处 

理Ⅳ、V的花托切块培养至第 35d和第 41d时才有 

少量愈伤组织出现。 

表 1 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对愈伤组织产生速度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receptacl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n callus forming speed 

从愈伤组织中分化出丛芽的时间也因花托发育 

时期不同而有差异。处理 I、Ⅱ、Ⅲ的花托小切块最 

早在愈伤组织上萌发丛芽的天数分别为第 32d、第 

39d和第 45d，如图7、8、9所示。处理Ⅳ与处理V的 

花托小切块仅有愈伤组织出现，随着培养时间的延 

长，愈伤组织出现部分褐化并逐渐死亡，没有丛芽的 

萌发。由此可见，花托的发育时期影响愈伤组织形 

成的速度，且以显蕾初期的花托诱导分化速度最快 ， 

舌状花露瓣期的花托小切块分化速度最慢。 

2．2 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从表 2可看出，处理 I的花托小切块愈伤组织 

诱导率最高，平均诱导分化率达 80．4％；处理 Ⅱ与 

处理 Ⅲ的花托小切 块愈伤 组织诱 导率分 别 为 

75-8％和69．6％；处理 Ⅱ的诱导分化率与处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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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图 1 5个不同处理的花蕾 图 2 处理 I的愈伤组织 

Fig．1 The flower buds of five treatments Fig．2 The callus of treatment I 

图 4 处理III的愈伤组织 

Fig．4 The callus oftreatment III 

图 7 处理 I的丛芽 

Fig．7 Th e bud of treatment I 

图 10 褐化了的外植体 

Fig．1 0 Th e browned explant 

图 5 处理【v的愈伤组织 

Fig．5 Th e callus oftreatment【v 

图 8 处理II的丛芽 

Fig．8 The bud oftreatment II 

图 3 处理 II的愈伤组织 
Fig．3 The callus of treatment II 

图 6 处理V的愈伤组织 

Fig．6 The callus of treatment V 

图 9 处理III的丛芽 

Fig．9 Th e bud of treatmen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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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Ⅲ无显著差异，但处理 I与处理Ⅲ有显著差异； 

处理Ⅳ与处理V的花托小切块诱导率明显降低，平 

均诱导分化率仅为53．3％和31．7％，与处理 I、Ⅱ、 

Ⅲ存在极显著差异。可见花托不同发育时期及直径 

大小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有显著影响，处于显蕾初期 

的花托诱导效果最好，蕾发育期次之，舌状花露瓣期 

最差。另外，在蕾发育期内，随着花序直径的增大， 

诱导分化率逐渐降低。 

表2 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receptacl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De velopm

期

en Treat
理

m en罂  
。tage (cn1) TH日ber nurnber 

注：不同大、小写英文字母分别表不O．01、0．05的差异显著性。F同。 

Note：Different capital and small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s at P= 

0．05 and P =0．01．respectively． 

2．3 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褐化现象是指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切口产生的 

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褐色的醌类物质毒害植物 自 

身，导致培养材料褐变死亡的现象。褐化现象不仅 

影响外植体与继代植株的正常生长与分化繁殖，而 

且影响愈伤组织的诱导【l8J。从表 3可知，处理 I的 

花托小切块没有出现褐化现象，处理 Ⅱ和处理Ⅲ中 

出现了少量褐化，褐化率仅为 1．7％和 5．4％。处理 

Ⅳ、处理V的花托小切块褐化现象比较严重，平均褐 

化率分别达到了 23．8％和 39．2％：初接种时，外植 

体呈现绿色，3d以后逐渐转为褐色，转入新的培养 

基中也不分化并逐渐死亡，如图 10所示。对 5个处 

理的平均褐化率进行显著性分析得知，处理Ⅳ、V与 

处理 I、Ⅱ、Ⅲ之间有极显著差异，处理 I、Ⅱ、Ⅲ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随着花托发育时期的 

延长，褐化现象愈加严重，而且蕾发育期花托直径越 

大，褐化率越高。 

表 3 不同发育时期的花托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Table S Effect of receptacl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n explants browning 

发育时期 
Developmental 

stage 

花蕾直径 平均接种量 褐化数量 平均褐化率 
处理 Flower bud (块) (块) Average 

Treatment diameter Inoculation Browning browning 

(cn1) average number rate(％) 

3 小结与讨论 

本试验采用不同发育时期的非洲菊花托作为外 

植体进行组织培养，成功诱导了愈伤组织。试验结 

果表明，花托的发育时期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分化有 

很大的影响。花托处于显蕾初期，诱导分化效果较 

好；处于同一时期的花托，诱导分化率随着直径的增 

大而降低，直径越小，形成愈伤组织速度越快，诱导 

分化效果越好。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显蕾初期的 

花托细胞分裂旺盛，所含生长素浓度较高，有利于诱 

导愈伤组织产生和分化。杨桂芬等【l9 J指出，选用直 

径为 0．7～1．2cm花蕾作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易成 

功；郑秀芳等[20]以4个非洲菊重瓣切花品种为材料 

进行不同部位的培养，结果表明，以直径小于 lcm的 

幼花托为外植体最为适宜；鲁雪华等【21 J研究得出， 

花托的大小直接影响愈伤组织芽的分化，其中直径 

为0．5～0．7cm的花托小切块效果最好。以上结论 

与观点均与本试验结果大致相符。 

本研究同时表明，花托所处的发育时期与外植 

体褐化率之间存在相关性，花托所处的发育时期越 

晚，褐化率越高。夏小环等 j研究表明，植物材料 

基因型、培养条件、培养基成分可能共同影响着非洲 

菊外植体的褐化。本试验中，褐化产生的原因可能 

是培养条件的不适宜或者培养基成分不利于该品种 

的诱导分化。具体的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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