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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鸡冠花顶芽为外植体，研究其离体快繁程序并在无菌体繁殖条件下探索了秋水仙素溶液不同浓度 

和时间处理对鸡冠花的诱变效应。快繁研究结果显示：最适初代培养基为MS+6-BA 1．0 mg／L+NAA 0．2 mg／L； 

以芽和茎段为培养对象诱导产生不定芽的最适培养基分别是 MS+6-BA 1．0 mg／L+NAA 0．1 mg／L，MS+6一BA 

1．0 mg／L+NAA 0．02 mg／L；最佳生根培养基是 1／2 MS+IBA 0．4 mg／L。采用浸泡法将鸡冠花营养芽在0．05％、 

0．1％、0．15％和0．2％不同秋水仙溶液浓度下分别处理 12 h、24 h、36 h和 48 h，并对诱导处理后获得的再生植株 

进行鉴定，得出以0．15％秋水仙素溶液浸泡 36 h为诱导多倍体的最佳处理组合，诱导率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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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e apical buds of Celosia cristata were used as the explants for the rapid propagation to compare the 

mutagenic effects treated with colchicine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ime duration in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s 

ofthe rapid propagation showed that M S+6一BA 1．0 mg／L +NAA 0．2 mg／L would be the optimum medium  for gen— 

eration；M S+6一BA 1．0 mg／L+NAA 0．1 mg／L an d MS+6一BA 1．0 mg／L +NAA 0．02 mg／L might be the favorable 

proliferate medium  for adventitious buds obtained from buds and stems；the best rooting medium would be 1／2 M S+ 

IBA 0．4mg／L．theapicalbudofCelosia cristatawasimmersedin0．05％，0．1％，0．15％ and0．2％ colchicine solutions 

for 12 h，24 h，36 h，48 h respectively and the chromosome num bers ofthe root tip cells in the regenerated plantlets 

were examined,which showed that the treatment with 0．1 5％ colchicine solution for 36 h would be the best combi— 

nation that the polyploid rate could reached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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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冠 花 (Celosia cristata)属于 苋科 m删 一 

thace )青葙属(Celosia)，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东亚 

及南亚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是重要的花坛花卉，花 

序、种子可入药，茎和叶可食(刘燕，2007)。鸡冠花为 

异花授粉植物，品种问极易混杂，造成种性退化，留 

种栽培需重视隔离工作等特点 (王秀峰和李宪利， 

2003)。目前，学者们多针对鸡冠花的药、食价值进行 

研究 (陈静等，2001；2003；李万里等，2003；1999； 

Ashraf an d Kapoor，2004；Baranwal an d Verma，1 997； 

彭子模等，2003)，被推测为是一种很有开发利用前 

景的天然食药兼备的 “功能性色素”资源 (李进等， 

2004)。 

组织培养是品种保存和种性纯化，扩大栽培的 

有效途径，而多倍体育种则是植物品种改良的重要 

手段。多倍体育种利用染色体加倍的剂量效应，可增 

大植物的营养器官，同时也能增强抗逆性，而且倍性 

变化往往能导致次生代谢产物含量的变化，是获得 

有效成分含量高的新品种一种快捷方法。目前，相关 

鸡冠花快繁的研究报道很少(韩会新和孙燕香，2006； 

周俊辉等．2006)，因此本实验拟在对鸡冠花进行离体 

快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组织培养结合化学诱 

导的方式获得鸡冠花多倍体新类型，为获得观赏价 

值高、抗性强、药效成分增加等明显特点的鸡冠花新 

品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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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及种子处理 

西南大学果树实验 室提供 的鸡 冠花(Ce~si0 

cristata)种子。将种子置于超净工作台，采用常规方法 

灭菌后，接种于 MS培养基，25 d左右，长成具 3 

片真叶的无菌苗。 

1．2芽诱导培养 

切取无菌苗顶芽接入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 

加不同浓度的6-BA(mg／L，下同)，NAA(mg／L，下同) 

的分化培养基(表 1)，30 d后观察结果。 

1．3继代增殖培养与试管苗生根 

取生长相对一致的营养芽 (顶芽和腋芽)及具 

2～3节的茎段，接入不同浓度增殖培养基(表 2，表 3)， 

25 d后观察结果。将生长健壮的试管苗，转接于生根 

培养基(表 4)，15 d后统计生根率，筛选出最佳生根 

培养基。 

1．4多倍体诱导与鉴定 

采用浸泡法即将生长健壮的芽(留少许叶片)，用 

不同浓度的秋水仙素溶液，分别处理 12 h，24 h，36 h 

和 48 h，处理后接到增殖培养基培养。对诱导后获得 

表 1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初代培养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 combinations on primary 

culture ofCe／os／a cnstara． 

处理编号 处理 接种芽(个)新芽数(个)增殖系数 

Treatment Treatment Inoculated Bud number Coe伍cient of 

number 6-BA+NAA number multiplication 

(mg／L) 

注：芽增殖系数 =新芽数 ，接种数 

Note： Coefficient of multiplication=Bud 

numbers 

的材料进行外部形态初步判断，找出变异体，然后对 

其生根，采用去壁低渗火焰干燥法制片(李懋学和张 

赞平，1996)，进行体细胞染色体数 目的鉴定。 

2结果与分析 

2．1鸡冠花的快繁 

2．1．1激素配比对芽初代诱导培养的影响 

如表 1所示，6-BA和 NAA对鸡冠花的芽诱导 

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无激素的情况下，不能萌发出 

芽，而当加入激素后随浓度提高，出芽数增加。结果 

显示处理 10诱芽最多，但芽小，生长表现不良，处理 

7芽增殖系数为2．17虽小于处理 10，但芽生长表现 

相对好，所以综合考虑以 6-BA 1．0+NAA 0．2为最佳 

的初代培养基。 

2．1．2激素配比对继代增殖的影响 

不同激素配比对营养芽培养的影响。通过观察 

统计芽的增殖生长，表明激素是诱导芽增殖的关键 

物质，适宜的激素组合可以使芽的增殖系数达到最 

高(表 2)。观察中发现单独使用 6-BA芽增殖差，且多 

数不形成丛生芽，而是形成并生状态的芽，在随后的 

继代转接后发现它易向花芽转变。在处理组合 中 

6-BA 1．0+NAA0．1增殖系数2．43，长势好，为最佳的 

表 2不同激素配比对芽继代增殖培养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different lionnones combinations on subculture 

multiplication ofCelosia cristata． 

处理 

T atment 

接种芽数(个)新芽数(个) 增殖系数 

Inoculated Bud number Coe伍cient of 

6-BA+NAA )number multiplication 

注：芽增殖系数 =增殖后芽总数／接种芽数 

Note：Coefficient of multiplication---total bud numbers／Inoculat- 

ednumber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鸡冠花离体快繁及多倍体诱导 

in vitroRapidPropagationandPolyploidInductionofCelosia cristata ⋯  

芽增殖培养基。 

不同激素配比对茎段培养的影响。取具 2～3节 

的茎段接入增殖培养基 (表 3)。观察发现提高NAA 

浓度，基部愈伤组织出现增多的现象；激素配合使用 

对增殖效果更为明显，有随浓度的提高，形成的不定 

芽数上涨的趋势。结合增殖系数和生长状况 ，以 

6-BA 1．0+NAA 0．02为最佳增殖培养基。 

2．1．3生长素 mA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表 3不同激素配比对茎段增殖培养的影响 

Table l Effects different hormones combinations on subculture ofCe／os／a cr／stara 

1／2 MS+IBA 0．2 20 

l／2MS+m A 0．4 20 

l／2 MS+mA 0．6 20 

1／2 MS+IBA 1．0 20 

95 

85 

3--4 roots，slender 

5~6条根，细 

5—6 roots．slender 

8～l0条根，中等粗长 

8-9 roots，medium 

5～7条根，粗短 

5-7roots，thickand short 

5条根，细 

4-5 roots．s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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