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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菊花花瓣组织培养初探 

杨际双 ，范姗姗 ，李建国2(1．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河北保定o7lool；2．山东省郓城县植保站，山东郓城2747oo) 

摘要 研究了食用菊花花瓣组织培养过程中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基因型对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的影响，结果表明：附加2，4．D 
2．0 L+KT1、0 L的Ms培养基愈伤组织诱导率较高，愈伤组织只在Ms+NAA0、5Ⅱ L+6-BA 2，0 L培养基上诱导出不定芽。 

不定芽转移到无植物生长调节剂的MS培养基上，可以得到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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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ltl Petal CIllIllre ofEdibIe Chrysantllelmml 

YANG Ji-shuang et al (College of Horticulau'e，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Baodi唱，Hebei 07l001) 
Abstract 111e effect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and genotypes on callus and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in vitro culture of edible chrysantherntun Deta1Ⅲ  

studied、111e results showedthatthe efficiency of callusintheMSmedium supplementedwith 2．4-D 2、0mg／L andI l、0 ne．／Lwere betterthan others。 

1he adventitious bud only could beinducedfrom callusintheMSmedium supplementedwithN从 0、5 ne．／L and6-BA 2、0 ne．／L、1he n删ted plants 

were obtained，after the adventitious buds were transferred to MS medium without plant growth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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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Dendrathema morifolium)是原产于我国的十大传统 

名花和世界最主要的切花之一。此外，它还有食用、药用等 

多种价值。现代研究表明，菊花花瓣中不仅含有多种营养物 

质，而且含有抗氧化、抗衰老、抗 HIV和癌细胞的成分 Ï3 J， 

尤以食用菊花含量丰富。由于菊花是异质六倍体，遗传背景 

复杂，杂交后代性状分离严重，并且自交不亲和性很高，所以 

通过自交获得自交系不太可能。另外，通过杂交培育食用菊 

花新品种需要的时间很长。切花菊通过组织培养诱变可培 

育出多个品种[41，但关于食用菊花组织培养研究仅有很少的 

报道。食用菊花花瓣组织培养中需经过愈伤组织途径产生 

的植株在花朵直径、花型等花器官特性上出现变异，可以进 

行食用菊花诱变育种_5j。但是，在培养过程中存在着植株再 

生率低等问题。笔者研究了食用菊花花瓣培养过程中不同 

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基因型对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的影 

响，旨在为食用菊花的组织培养、诱变和分子育种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OO5年9～10月底，选用栽植于河北农业大 

学标本园菊圃的6个食用菊花品种，即“岩船”、“岩风”、“青 

森黄”、“延命乐”、“上田黄”和“日本晚菊”。这些品种都是 

2OO4年从日本引进的。 

1．2 试验方法 

1．2．1 愈伤组织的诱导。从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植株上 

取刚半开放的食用菊花幼嫩花瓣，先将花瓣用洗洁精水浸泡 

15 min，再用蒸馏水将花瓣冲洗干净，然后将花瓣放入超净工 

作台中，放到 70％酒精中灭菌 30 S，用无菌水冲洗 1次，最后 

用20％次氯酸钠消毒 10～15 min，无菌水冲洗3～4次。在无 

菌条件下，将花瓣切成0．3 am左右的小块，直接平放于附加 

不同激素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在温度 25℃、光照时间 

16 h／d、光照强度约2 000 ix的条件下诱导愈伤组织。每瓶20 

块，每个处理4瓶，培养 3周后统计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愈伤组织诱导率(％)= ×10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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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愈伤组织的分化。选择无污染、无褐变、生长良好的 

愈伤组织，在超净工作台上将愈伤组织分割成直径 0．2～0．4 

am的小块，转接于附加NAA0．5 mg／L、6-BA2．0mg／L和 NAA 

0．5 mg／L、KT 3．0 mg／L的 培养基上诱导不定芽，每瓶接 5 

～ 6块，每2周继代培养 1次。在与诱导愈伤组织相同的条 

件下，诱导愈伤组织的分化，培养 30 d后统计分化率。愈伤 

组织上分化出不定芽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手术刀切下愈伤 

组织上的不定芽，转接到不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1／2 MS 

培养基上以促进不定芽生长，并诱导生根。 

不定芽诱导率(％)= x 100 (2) 

植株再生率(％)= x 100 (3)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食用菊花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食 

用菊花的幼嫩花瓣在 MS附加不同激素的培养基上培养 1周 

左右，花瓣变厚，开始膨大，在切口处出现少量愈伤组织。培 

养3周时，愈伤组织的出现达到高峰，且形成的愈伤组织为 

松散颗粒状，生长旺盛，有利于进一步诱导芽的形成。表 1 

表明，在不同浓度组合的NAA+6-BA、NAA +KT、2，4_D+ 

6-BA、2，4_D+KT培养基上，“岩船”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很低， 

表 1 不同品种食用菊花愈伤组织诱导率 ％ 

而其他 2个品种的诱导率均在 75％以上。Endo等把食用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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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瓣培养在附加 IAA+KT的培养基上，其愈伤组织诱导 

率在 65％以上lL5j。而毛洪玉等把地被菊的花瓣附加在附加 

不同浓度的2，4．D、6-BA、NAA和KT的培养基上，愈伤组织的 

诱导率也在 87％以上lL6_6。该研究表明，食用菊花幼嫩花瓣是 

诱导愈伤组织的良好材料。另外，某些食用菊花品种的幼嫩 

花瓣形成愈伤组织受培养基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浓 

度的影响。 

2．2 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基因型对不定芽诱导及植株再生的 

影响 将愈伤组织分割成直径约O．2～O．4 err／的小块转接于 

h俗继代培养基上后，发现只有在附加 NAA 0．5 mg／L+6-BA 

2．0 L的继代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继续膨胀，约培养 2周 

后这些愈伤组织变为浅绿色。在某些诱导培养基上得到的 

愈伤组织继代到附加 NAA0．5 mg／L+6-BA 2．0mg／L的继代 

培养基上3周左右，在愈伤组织表面发生皱褶，并伴随有绿 

色芽点突起，绿芽点比较集中于愈伤组织的边缘，而中部分 

布比较少。4周后，不定芽开始从边缘芽点上长出，随后中部 

芽点也开始分化出不定芽。愈伤组织的不定芽诱导率随诱 

导培养基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基因型不同，其不定芽 

诱导率的差异也很大。在试验过程中，除“岩船”的愈伤组织 

未形成不定芽外，其余品种均在某些诱导培养基的愈伤组织 

上诱导出不定芽。表2表明，不定芽诱导率和植株再生率也 

受到基因型和诱导培养基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影响。由此 

可见，食用菊花花瓣培养与切花菊叶片培养 一样，不同植 

物生长调节剂的浓度和组合可以有效地控制食用菊花花瓣 

培养过程中不定芽的分化和植株的再生。研究发现，有 4个 

品种的花瓣在附力Ⅱ2，4．D2，0 rre．／L+KT】，0腓r／L的Ms培养 

基上形成的愈伤组织上诱导出不定芽，并且得到了再生植 

株，表明该培养基诱导出的愈伤组织的分化能力较强。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表明，食用菊花幼嫩花瓣是诱导愈伤组织的良好材 

料，在附加2，4．D 2．0mg／L+KT1．0mg／L的Ms培养基上愈 

伤组织诱导率达 75％以上，并且诱导出的愈伤组织结构疏 

松，易于分割，生长旺盛，易于诱导不定芽。在附加 NAA 0．5 

mg／L+6一BA 2．0 mg／L的继代培养基上，愈伤组织不定芽分 

化率可达92％以上。因此，以食用菊花花瓣作为外植体，愈 

伤组织诱导率和不定芽分化率都比较高。这为利用花瓣组 

织培养选育新品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今后食用菊花的 

(上接第4761页) 

株高度影响。春季番茄群体内部太阳辐射值明显高于冬 

季；同一季节植株上部明显高于下部；植株群体密度越大内 

部光照环境越差，其中种植密度最大的密度①主要生产部 

位的第 3叶层内总辐射值一直处于番茄光合作用光饱和点 

之下，限制了番茄植株群体下部光合生产；同时株高影响番 

茄群体内部的光分布，适当降低株高可以缓解群体内的光 

胁迫。 

4 结论 

日光温室内长季节栽培番茄，植株群体光环境的主要 

影响因子包括 日照时数、冠层上部总辐射、植株群体结构 

诱变和分子育种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表 2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品种食用菊花不定芽诱导和植株 

再生率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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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密度等)等。在日光温室番茄生产过程中，从以上几 

个方面进行田间栽培管理，对改善、提高作物群体光环境将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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