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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红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分化 

马 林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以一品红的茎段、叶片、苞片及叶柄作外植体接种于MS附加不同激素的培养基中，研究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 

以及不同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分化出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起始培养中以MS+BA 0．1 ms／L+NAA 0．1ms／L+ 

2，4一D 2 ms／L的效果最好，最易诱导出愈伤组织，其中苞片的诱导效果优于其它外植体。在 BA与 NAA不同浓度 

组合中，茎段的诱导效果最好，其次是叶柄和苞片，叶片的诱导效果较差。愈伤组织分化产生芽的频率较低，继代培 

养中易出现各种颜色的次生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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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allus in Euphorbia Pulcherrima 

Ma Lin 

(School of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outhwest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Sichuan，China) 

Abstract：The stem，leaf，bracteal leaf and petiole of the Euphorbia pulcherrima 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inoculate at the culture medium which were the combinations of MS add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BA， 

NAA and 2，4一D．Th 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medium of MS +BA0．1mg／L+NAA0．1mg／L +2，4 

一 D2mg／L had the best induction effects，especially in the bracteal leaf during the primary culture．In 

MS medium supplement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BA and NAA，the best induction effect of callus was the 

stem，the next was the petiole and the bracteal leaf，and the lowest was the leaf．Th 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adventitious buds from callus was low in all experimental media．During subculture of callus，secondary 

metabolism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colors would produce from the callus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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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红(Euphorbia pulcherrima)属大戟科大戟属常绿或半常绿灌木，又名圣诞红、猩猩木，为著名的盆栽 

花卉，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喜高温多湿，抗寒力较低，不耐霜冻，我国除南方少数几个省份可露地栽培外， 

其它地方均作温室栽培⋯。一品红的自然开花期在元旦和圣诞节前夕，以其独特娇艳的色泽成为大众喜爱 

的冬季装饰花卉。由于一品红少有结籽或基本无结籽能力，生产上主要靠扦插繁殖，成活率极低，加上一些 

优良品种枝条少，引种初期繁殖数量有限，因此，通过离体培养快速繁殖优良的一品红品种具有一定的经济 

价值和意义。 
一 品红的离体快繁已有一定的文献报道 I7 J，但关于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方面的报道较少。本研究以 

一 品红的茎段、叶片、叶柄、苞片和花瓣作外植体，比较了各种外植体材料在不同培养基配方中的愈伤组织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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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分化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购自绵阳市花卉市场，品种为矮生一品红，产自云南。 

1．2 外植体灭菌处理 

取材时间为秋末至次年春季。剪下健全无病虫的绿色叶片、红色苞片、叶柄、茎段和花，先用自来水冲 

洗，再用洗衣粉溶液浸泡15 min，在自来水下反复冲洗干净。用70％的酒精浸泡 10 s，再用0．1％ HgCl：溶 

液灭菌处理 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6次。将茎段和叶柄切成0．5—0．8 em的切段，将叶片和苞片切 

成5 mIn×5 mIn左右的小方块，在无菌条件下接种，每只试管接种 1个外植体。 

1．3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BA、NAA、IBA和2，4一D，配制1 L培养基加入8 g琼脂和3O g蔗 

糖，调 pH值为5．8—6．0。将培养基分装到 1．5 em×12 em的平底试管中，在 12l℃下高压灭菌15 min。培 

养温度为25±2℃，光照强度 1000—1500 lx，每天光照时间12 h。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2，4一D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BA和NAA的浓度均为0．1 mg／L，附加 2，4一D设 4个浓度处理，分别为 

0．5、1．0,2．0和4．0 mg／L，分别接种叶片、叶柄、茎段、苞片和花瓣。培养40 d后的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浓度2。4一D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1可见，同一浓度2，4一D处理，苞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然后依次是茎段、叶柄和花瓣，叶片 

的诱导率最低。同一外植体比较，当2，4一D浓度在4．0 mg／L以下时，除花瓣在2．0 mg／L的2，4一D处理 

比1．0 mg／L处理的诱导率低外，发现随2，4一D浓度的增大，愈伤组织诱导率逐渐增高，在2．0 mg／L的 

2，4一D处理，叶柄、茎段、苞片和花瓣4种外植体的诱导率均达到最高，其中以苞片和茎段的诱导效果较好， 

诱导率分别达到93．2％和73．3％，但当2，4一D浓度为4 mg／L时，愈伤组织诱导率反而下降，说明高浓度 

2，4一D处理对愈伤组织诱导反而不利。 

培养中发现，不同外植体诱导的愈伤组织存在颜色的差异，从茎段、叶片和叶柄诱导的愈伤组织呈绿色 

或白色，从花瓣诱导的愈伤组织为白色，而从苞片诱导的愈伤组织除绿色和白色外，还有不同程度的红色。 

绿色愈伤组织较为致密，红色及白色愈伤组织较疏松。在愈伤组织的形成时间上，最早出现的是茎段，约在 

接种后10 d，但茎段愈伤组织在形成高峰期后褐变程度较严重；苞片的愈伤组织形成较茎段要慢5—10 d，但 

其后的生长速度较快，在接种25～35 d后，愈伤组织形成达到高峰期，此后会减慢或停止增殖。 

2．2 BA与 NAA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设BA与NAA不同浓度组合共 l2个配方处理(编号1～12)，分别接种不同的外植体，培养40 d后统计 

愈伤组织的诱导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未使用2，4一D的情况下，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以茎段为最佳，其次为苞片，叶柄仅 

在部分培养基具有较好的诱导率，叶片的诱导效果最差。茎段除在BA1．0+N从 0．5组合(1、2号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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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差外，其余的诱导率均在50％以上，在5种配方组合上的诱导率达到100％，有少数还发现茎段上的腋芽 

被直接诱导萌发；苞片在各个配方均有一定的诱导率，但最高仅为51．5％，比较不同BA浓度处理的组合，发 

现当BA浓度为l mg／L和2 mg／L时，诱导率相对较接近，当BA浓度为4 mg／L时，诱导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叶柄在BA浓度较高时的诱导效果较好；叶片仅在7、8号培养基表现了较好的诱导效果，在大部分培养基中 

诱导率很低，这与其接种后大部分材料发生褐变以及失水干枯有关。 

试验中观察到，在没有添加2，4一D的情况下，各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的速度普遍缓慢，只有在3、4、5 

和8号培养基上接种茎段的愈伤组织能较快地诱导出来，接种10 d后几乎全部长出愈伤组织。总的看来，7 

号和8号培养基对各外植体均表现出了较好的诱导效应。 

对比表2和表1，发现 MS附加 BA与NAA的培养基组合对茎段的诱导效果较好，其次为苞片，这与表1 

中苞片的诱导效果优于茎段的结果相反，说明不同外植体对不同种类生长素的反应存在差异。 

表2 BA与 NAA不同浓度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2．3 愈伤组织的分化 

以BA和NAA不同浓度组合共设计 1O个诱导愈伤组织分化的培养基(编号 13-22)，以来源于茎段的 

绿色愈伤组织为分化的接种材料，接种后观察芽的分化和愈伤组织的生长变化情况，培养30 d后的结果见 

表 3。 

表3 愈伤组织的分化效果 

注：+号的多少表示产生次生代谢物的不同程度。 

由表3可见，愈伤组织在各培养基配方中分化出芽均很少，出芽率最高仅为 17．3％，但却发现有程度不 

等的芽点产生。出芽率低可能与愈伤组织培养中次生代谢物质分泌旺盛有极大的关系，培养中观察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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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和22号培养基未见有次生代谢物质产生外，其余培养基均可见程度不等的代谢物产生，这些代谢物 

．
颜色有乳白色、金黄色和红色，在愈伤组织块周围呈现水浸状、斑点状及扩散状。但次生代谢物产生的多少 

枉各处理间未见有明显的规律。 

2．4 芽的继代培养 

将从茎段诱导和从愈伤组织分化的不定芽转接到MS+BA 0．5 m L+IBA 0．1 mg／L的培养基上，培养 

10 d后，发现部分芽体可见明显的生长，但随后在芽体基部大多出现乳白色次生代谢物，再后来芽体则基本 

停止生长，可见在培养过程中产生的次生代谢物质对芽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对继代培养中没出现代谢物的芽体一般培养至20 d后转接，对培养 10 d以上通常在第 15 d前后出现 

代谢物的芽体，在发现后即及时转接，对于代谢物太多的芽体则弃之不用。通过多次反复继代培养，可得到 

大量的芽苗，可进一步用于壮苗和生根培养，从而达到植株再生的目的。 

3 讨论 

叶片诱导愈伤组织的频率最低，培养中易发生褐变及失水，可能是因为叶片组织与其它组织相比较柔 

嫩，在清洗、消毒和切割过程中易损伤细胞组织，在培养后期往往提早衰亡或坏死。而红色苞片则厚实饱满， 

较容易诱导出愈伤组织，但在继代培养中产生次生代谢物的频率也较高，估计是与红色苞片组织内含有花青 

素有关 ，我们观察到的次生代谢物有红色、粉红色、乳白色和金黄色等，在苞片、叶柄和茎段外植体的培养 

中均有较高的发生频率，由于是在继代培养后期产生，可以排除是污染所致，这一现象在已发表的一品红组 

织培养文献中还未见提到过，如何防止其产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MS附加一定浓度的BA和NAA的培养基中，茎段产生愈伤组织的速度和频率是所试验外植体中最 

高的，10 d过后在切口处就能观察到愈伤组织的出现，但在MS+BA 0．1 mg／L+NAA 0．1 mg／L的培养基中 

添加2，4一D后，苞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则超过茎段，这可能是苞片对2，4一D更为敏感的原因。 

对各外植体产生的愈伤组织进行观察比较后发现，绿色的愈伤组织结构较紧密，不定芽的芽点也是从绿 

色愈伤组织开始产生，这种相对容易再分化产生芽的愈伤组织主要来源于茎段和苞片，叶柄也能产生绿色愈 

伤组织，但很快就老化变成浅褐色，并且组织松软呈水浸状，这种组织转接过后容易衰老、死亡，不会增殖也 

不会出现芽点，此外还有深红色、浅红色、米白色的愈伤组织，但它们最终都没有诱导出芽。出现不同颜色的 
愈伤组织表明外植体诱导分化处于不同的阶段，李艳等【5 也报道了不同颜色的愈伤组织具有明显不同的分 

化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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