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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花托为外植体

,

研究了生长素类和细胞分裂素类对非洲菊花托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花

托在 M s 十 6
一

B A 2
.

s mg I/
,

+ 2
,

4
一

D 1
.

o
grn I/

J

十 N A A 0
.

Z mg I/
,

培养基上
,

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
,

这些愈伤

组织可以分化出不定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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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 ( eG而ar aj m e

, ii E劝 l
u s )为菊科

,

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
,

其风韵秀美
,

花色艳丽
,

周年开

花
,

供应期长且耐长途运输
,

为世界 5 大切花之

一
。

可用分株
,

播种和组织培养等多种方式进行繁

殖
。

因其种子寿命很短
,

发芽率极低 l[]
,

因此
,

采用

组织培养技术
,

大量生产非洲菊试管苗对生产具

有重要的意义
。

笔者研究 了影响非洲菊花托愈伤

组织诱导的关键因素
,

旨在为实现非洲菊快速繁

殖奠定基础
。

的乙醇将花托消毒 15
5 ,

再用无菌水冲洗 2 次
,

尔

后用 0
.

1%的升汞 (氯化汞 )消毒 8 而 n
,

随后再

用无菌水反复冲洗 3一 5 次
,

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

把花托平均切成 3~ 4 小块接种到预先配好的培

养基中
。

每个处理接种 10 个三角瓶
,

每瓶放 3 块

外植体
。

接种后置 ( 24 士 l) ℃
,

光照强度 1 500 一

2 0 0 0 l x ,

每天照光 1 4 h 条件下培养
。

1
.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以直径约 1 。
m 的非洲菊幼嫩花托为试材

。

1
.

2 方法

取非洲菊花托
,

先用 自来水反复冲洗
,

再用毛

刷蘸洗洁精洗一遍后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
。

用 70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生长素类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
,

生长素类 2
,

4
一

D
、

N A A 和 IB A

对花托愈伤组织诱导效果差别明显
。

3 种浓度的

2
,

4
一
D 诱导愈伤组织的时间和诱导率一样

,

分别

均为 13 d 和 1 0 0 %
。

2
,

4
一

D 诱导花托形成愈伤组

织的效果好于 N A A 和 I B A
。

这 3 种生长素类物

质中
,

2
,

4
一

D 的诱导效果最好
,

N A A 次之
,

BI A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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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

NA A 和 I BA诱导愈伤组织诱导率和所需时 综上认为
,

2
,

4
一
D 诱导花托形成愈伤组织的

间以在 0
.

5 m g / L 时诱导率高
,

所需的时间较短
,

效果均最佳
。

2
,

4
一

D 在生长素类中活性最强
,

由此

随着 N A A 和 IB A 浓度的增大
,

愈伤组织诱导率 看来
,

非洲菊愈伤组织诱导需要活性强的生长素

呈现下降趋势
。

类
。

表 1 2
,

-4 D
、

N A A 和 I B A 对花托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 a b l e 1 E f fe e st o f Z

,

4
一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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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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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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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细胞分裂素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所需要的时间 比 K T时间短
。

从总体上说
,

6
~

B A

从表 2 可以看出
,

6
一

B A 和 K T 能诱导花托产 愈伤组织诱导率比 K T 略高一些
,

二者在诱导花

生愈伤组织
,

T D Z 和对照则不能
。

对照在花托接 托产生愈伤组织的效果差别不明显
。

在 6
一
B A 和

种 2 周后长 出了白色短粗的根
。

经过 6
-

B A 诱导 K T 为 2
.

o mg / L 时
,

花托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
,

在花托切 口处产生淡黄色
、

米粒状的愈伤组织
,

其 分别为 75
,

6 %和 71
.

8 %
。

裹 2 企B A
、

K T 和 1
,

D Z 对花托愈伤组织诱导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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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B A 与 2
,

4
一

D
、

N A A 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 十N A A 0
.

Z mg / L 培养基上诱导率 ( 51
.

0 % )高

的影响 96
.

1%
。

6
一

B A 2
.

s mg / L + 2
,

4
一

D 1
.

0 m g / L 十

以花托为外植体
,

不同的 6
一

B A 与 2
,

4
一
D 和 N A A 0

.

2 m g / L 培养基上产生的愈伤组织淡绿

N A A 组合的培养基上都诱导产生 了愈伤组织
。

色
,

愈伤组织长势旺
,

比其它处理表现出更强劲的

在培养基 6
一

B A 2
.

s mg / L + 2
,

4
一

D 1
.

o
mg / L + 生长势头

,

此愈伤组织的量也最多
。

对照的花托逐

N A A 0
.

2 m g / L 上 愈伤组织诱导 率最高
,

为 渐黄化死亡
,

不能产生愈伤组织
。

1 0 0 %
,

比在 6
一

B A 1
.

5 m g / L + 2
,

4
一

D 0
.

5 m g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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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一

A B和 2
,

4
一

D
、

N AA 组合对花托愈伤组织的影响

aT bl e 3 E f f e e st o f e o m bl an ti o ns o 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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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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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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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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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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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d u e t io n ar t e

愈伤的最
A m o u n t o

f
e a ! 11

1
.

5 0
.

5 0
.

2 5 1
.

0 十
1

.

5 1
.

0 0 7 6
.

1 +

1
.

5 1
,

5 0
.

4 6 8
.

4 十
2

.

0 0
.

5 0 7 0
.

5 +

2
.

0 1
.

0 0
.

4 6 6
.

3 +

2
.

0 1
.

5 0
.

2 8 1
.

5 十

2
.

5 0
.

5 0
.

4 7 2
.

3 十

2
.

5 1
.

0 0
.

2 10 0 + +

2
.

5 1
.

5 0 9 3
.

7 + +

0 0 Q O 一

2
.

4 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

将形成的愈伤组织切成直径 0
.

3~ 0
.

5 c
m 的

小块
,

转接到 M S + 6
一

B A 2
.

0 m g / L 十 N A A 0
.

2

m g / L 的分化培养基上诱导出芽
。

6~ 7 周后
,

愈伤

组织上陆续有小芽分化
,

结果发现花托在 M S +

6
一

BA 2
.

5 m g / L + 2
,

4
一
D l

.

0 m g / L + N A A 0
.

2

mg L/ 的培养基上诱导的愈伤组织出芽率高
。

从

愈伤组织的颜色和形状来看
,

绿色或淡黄色的米

粒状的愈伤组织容易出芽
,

而白色
、

水渍状
、

质地

松散的愈伤组织难以
、

甚至不能出芽
。

3 讨论与结论

本试验研究结果和前人差别很大
。

在国内还

未见到用 2
,

4
一

D 诱导非洲菊愈伤组织的报道
。

据

裘文达图研究
,

菊花花瓣在 N A A 0
.

1 m g / L 的培

养基上
,

培养 10 d 左右
,

开始长出了愈伤组织
。

刘

丽君等阁把切花菊幼嫩花蕾放在 M S + 6
~

B A 2
.

仓

m g / L 的培养基上
,

经过 30 ~ 40 d 培养
,

在花与花

之间形成了绿色的愈伤组织
。

鲁雪华等闭将非洲

菊的花托在培养基 M S + 6
~

B A 2
.

o mg / L + N A A

0
.

2 m g / L 上获得 了愈伤组织和试管苗
。

也许因为

品种与品种间的不同
,

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差异
。

不同的外植体在愈伤组织诱导的过程中
,

对

激素种类和浓度的反应差别甚大
。

2
,

4 一
D 诱导花

托愈伤组织的作用显著
,

N A A 愈伤组织诱导率

大幅度下降
,

而 I B A 的效果甚微
。

这可能与外植

体本身所含的内源激素的种类
、

浓度水平差异和

对外源激素的反应灵敏性不同有关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2

,

4
一
D 比 N A A 和 I BA 能

够较快地诱导花托产生愈伤组织
,

诱导率最高
,

形

成愈伤组织多
。

6
一
B A 诱导 :眠伤组织 的效果优于

K T 和 T D Z
。

花托在 6
一

BA 2
.

5 m g / L + 2
,

4
一
D

1
.

o mg L/ + N A A 0
.

2 m g L/ 培养基上愈伤组织

诱导率最高
,

愈伤组织长势旺
,

转移到分化培养基

上可分化出不定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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