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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组织培养的优化 

刘红梅，蒋继志，宫卫波，李 丽，廖祥儒 

(河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河：{匕保定 o71o02) 

摘要：用野生马齿苋的种子得到无菌苗 。以无菌苗的下胚轴和子叶为外植体，在 l8个不同浓度 6-BA，2，4-D，NAA 

和 KT组合的MS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诱导、不定芽分化和增殖及生根的培养。得到诱导马齿苋愈伤组织的最佳条 

件是：初代培养基：Ms+3％ 蔗糖 +6．BA 1 mg／L+2，4-D 1 mg／L；丛生芽增殖培养基 ：Ms+3％ 蔗糖 +KT 3 mg／L 

+NAA 0．5 mg／L；生根培养基：Ms+3％ 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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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issue Culture of Portulaca oleracea L． 

LIU Hong-mei，JIANG Ji—zhi，GONG Wei—bo，LI Li，LIAO Xiang—I'll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 1002，China) 

Abstract：Asepsis plantlets were obtained from seeds of wildness Portulaca oleracea L．．Cotyledon and hypocotyle· 

donary axis 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induce calli and differentiate shoots an d roots in the MS medium containing 1 8 differ． 

ent concentrations of 6．BA。2。4．D。NAA。and KT．From data obtained the best inducement condition of Portulaca oler． 

口ce口 L．calli tissue：prime medium：MS + 3％ sucrose + 6一BA 1 mg／L + 2，4一D 1 mg／L；shoots proliferation medi· 

am：MS+3％ sucrOse+ KT 3 mg／L+ NAA 0．5 mg／L；crude root substrate：MS+3％ suc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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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 L)，又名长命草、五行 

草ll J，属马齿苋科马齿苋属，原产温带及热带地区， 

为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马齿苋全草含有大量去甲 

肾上腺素(Norad renaline，0．15％)l2 ；丰富的 a2亚 

麻酸(a．1inolenic acid)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素有“天 

然抗生素”之称[0 ]。马齿苋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与大量的药用成分，食药兼用，生熟食用均可，在治 

疗手足癣、湿疹、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心血管 

病等多种疾病中疗效显著[ J。另外美国科学家研 

究发现，它富含的ct，．3脂肪酸是对人体极为重要的 

营养成分，它是构成细胞膜，尤其是脑细胞和眼细胞 

的重要组成成分，有助于人体抗衰老，这一发现使其 

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倍增。我国陕西师范大学的多 

名研究人员于 2002年在我国最早对马齿苋组织培 

养与植株再生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取得 了较好的成 

果l9]。本研究通过对马齿苋组织培养的部分条件进 

行了优化，为进一步利用马齿苋进行转基因研究与 

植株再生以及规模化生产医药蛋白奠定了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马齿苋种子采集于保定市郊外。以MS[加]为基 

本培养基加适 当浓度的不同激素，蔗糖 3％，琼脂 

1％，pH 5．8。(灭菌条件：蒸汽高温灭菌，压力 1．05 

kg／cm2
，温度 121．3℃，时间25 win。)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苗的培养 马齿苋种子用 75％乙醇灭 

菌60 S，经无菌水洗净，再用 0．1％ HgCl2消毒 8 

win，无菌水冲洗4次后，接种于加 MS液体培养基的 

滤纸上。培养温度 25℃，每天光照 14 h，光照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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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LE／(m2‘s)。 

1．2．2 愈伤组织的诱导 以萌发 10 d种子的下胚 

轴、子叶为外植体，在附加不同配比的激素(6．BA， 

KT，2，4-D，NAA，琼脂 1％，pH 5．8，表 1)的培养基上 

诱导愈伤组织，培养条件为25℃，每日光照 14 h，光 

照强度40 E／(m2·s)。 

表 1 诱导愈伤组织的激素配比 

Tab．1 Di rent combinations of hormones for Ca]]tt~induction 

激素组合 
Combinations 

of hormones 

浓度范围(以左侧顺序为准)(mg／L) 
Range of density(the left as standard) 

6-BA+2．4-D 

6．BA+NAA 

KT+NAA 

(0—2)+(0—2) 

(0—4)+(0—0．5) 

(0—3)+(0—0．5) 

1．2．3 再生植株的获得 取长势优良的马齿苋愈 

伤组织接种子分化培养基上(6．BA+NAA与 KT+ 

NAA，表 2)以诱导不定芽的产生。暗培养 4 d后转 

至恒温光培养间，温度 25℃，每日光照 14 h，光照强 

度40 ／( ·s)。15 d后观察结果。在不定芽长至 

1—2 cm时，转入到生根培养基(MS+3％ 蔗糖)，诱 

导其生根，条件如前。 

表2 不定芽诱导时的不同激素配比 

Tab．2 Di rent combinations of hormones for 

multi-plication bud induction mg／L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植体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试验表明，在相同培养条件下(MS+3％ 蔗糖 

+6．BA 0．5 mg／L+2，4．D 0．5 mg／L)，下胚轴与子叶 

相比，产生愈伤组织时间短，生长速度快，但二者的 

愈伤组织诱导率相近(表3；图 1，2)。 

培养 8 d后，下胚轴两端逐渐膨大并产生浅黄 

色愈伤组织；继续培养 7—14 d后，生长速度明显加 

快，形成结构疏松，颗粒状的浅黄色愈伤组织。子叶 

在培养中先略有膨大，约 10 d后，在边缘切口处产 

生许多小突起，继而在子叶表面形成结构疏松，颗粒 

状的浅黄色愈伤组织。胚根中未有愈伤组织形成。 

因此，马齿苋愈伤组织的诱导，以子叶，胚轴作为外 

植体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表3 不同外植体在 MS+6-BA O．5 mg／L+2,4-D 

O．5 mg／L培养基上的培养效果 

Tab．3 Culture effect of different explants on 

MS +6-BA 0．5 mg／L+2。4-D 0．5 mg／L 

圈1 下胚轴的诱导结果 

Fig．1 Culture effect of hypocotyls 

圈 2 子叶的诱导结果 

Fig．2 Culture effect of cotyledon 

2．2 不同激素搭配对愈伤组织的诱导作用 

在 MS+3％蔗糖培养基中分别附加适当浓度的 

6．BA+NAA，6．BA+2，4．D，KT+NAA，对愈伤组织进 

行诱导，结果如表4。 

由表可见，6．BA在诱导马齿苋愈伤组织形成的 

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KT效果不好。而与6．BA搭 

配的生长素中，2，4．D加6．BA效果最好，而 NAA次 

之。总之，激素搭配从优到劣依次为 6．BA+2，4-D 

>6．BA+NAA>KT+NAA(图3)。 

2．3 不同激素浓度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将不同浓度的6．BA与 2，4．D附加在含3％蔗糖 

的 MS培养基中，观察其对外植体诱导成愈伤组织 

的作用，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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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激素搭配对愈伤组织的诱导作用 

Tab．4 EI t 0f dim rent combinations of hormones OD callus induction 

- C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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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子叶的愈伤组织 (6-BA+2。4-D；6．BA+NAA；KT+NAA) 

Fig．3 Callus of hypocotyls(6-BA+2,4·D；6-BA+NAA；KT+NAA) 

表5 不同激素浓度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将不同外植体诱导出的浅黄色疏松的愈伤组织 

Tlab．5 E ct 0f di￡ferent combinations of 

6-BA+2，4．D OD callus formation 

单独加 6．BA或 2，4．D时，均可诱导出愈伤组 

织，但诱导率较低；而不使用任何激素时则无法诱 

导。当6．BA与 2，4．D搭配使用时，能诱导出大量愈 

伤组织，当配比为6一BA 1 mg／L+2，4．D 1 m L时(图 

4)，诱导率可达 100％；同时，愈伤组织生长状态 良 

好，经继代培养一次，可由疏松浅黄的愈伤组织转变 

为翠绿致密的愈伤组织。 

由试验可知，高浓度的 6．BA与 2，4．D对愈伤组 

织的形成有抑制作用，而马齿苋的下胚轴与子叶外 

植体对激素的敏感程度无明显差别。 

2．4 不定芽的研 究 

继代于分化培养基上(不同浓度组合的6一BA+NAA 

或 KT+NAA+3％蔗糖 +MS)诱导不定芽，结果如表 

6所示。 

图 4 6-BA 1 mg／L配合 2-4·D 1 mg／L 

对子叶的诱导结果 

Fig．4 Result of hypocotyls induced by MS medium 

with 6-BA 1 mg／L and 2,4·D 1 mg／L 

马齿苋黄色、疏松、易碎的愈伤组织，经过 2—3 

次继代培养之后，颜色开始转绿并且结构变的致密 

坚硬，在表面形成较大的凸起，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 

养会萌生出少量的不定芽。幼芽整株呈现暗红色， 

几天后幼芽长大，伸长，幼叶呈现绿色，进而整株转 

为绿色，仅边缘仍略呈暗红色，这时与野生植株的形 

态，色泽相近。结果表明在 MS+3％蔗糖的培养基 

上，高浓度的6．BA或 KT对不定芽的诱导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尤其 KT与 NAA混合使用时，愈伤组织再 

分化的速度更快(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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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激素组合对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Tab．6 Effect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hormones on multiplication bud induction 

图5 子叶愈伤组织形成的不定芽 

Fig．5 Multiplication bud  regenerated from 

conformation of hypocotyl 

图6 下胚轴愈伤组织形成的不定芽 

Fig．6 Multiplication bud regenerated from 

conformation of c0珂ledon 

图 7 不 定根 的生成 

Fig．7 Multiplication root regenerated 

2．5 不定根的研究 

将高于0．5 cm的不定芽分割成单芽后接种于 

生根培养基上，经 14 d培养，芽可长高到 1 2 cm， 

基部生出6—8条 1 cm左右的不定根，随时间的延 

长不定根的数量增加(图 7)。试验表明，当基本培 

养基中不附加任何激素时，有利于马齿苋不定根的 

诱导，其诱导率高达 95％以上，采用常规炼苗法将 

其移植大田，成活率可达 100％。 

3 结论 

马齿苋的不同外植体在愈伤组织的诱导过程 

中，子叶与下胚轴的诱导率相近，但生长速度比下胚 

轴慢，胚根无法诱导出愈伤组织。 

诱导马齿苋愈伤组织的最佳条件是：MS+3％ 

蔗糖 +6一BA 0．5—1．5 mg／L+2，4一D 0．5—1 meVL。 

激素搭配从优到劣依次为 6．BA+2，4．D >6．BA+ 

IAA > 6．BA+NAA > KT+NAA。 

在外植体脱分化过程中，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 

的适当配合有利于愈伤组织的生成，其中细胞分裂 

素尤其 6．BA起决定作用。但是高浓度的激素水平 

对愈伤组织的形成有抑制作用。 

高浓度的 6．BA或 KT对不定芽的诱导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尤其 KT与 NAA混合使用时愈伤组织 

再分化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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