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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紫 叶 酢 浆 草 的 组 织 培 养 

胡 国 富，李 凤 兰，胡 宝 忠 

(东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以三角紫叶酢浆草(Oxalis triangularis Subeg．triang)的叶片、叶柄为外植体进行组 

织快繁研究。通过正交试验设计并结合方差分析，探讨了三角紫叶酢浆草离体培养的最佳外植 

体及培养基，其试验结果表明：(1)叶片为最佳外植体，以叶片为外植体，MS+6一BA 1．0 mg／L+ 

NAA 0．2 m4g／L+蔗糖 3O g／L+琼脂 0．9％为愈伤诱导的最佳培养基，其诱导率为93．3 9／6。(2) 

生根培养 中以 1／2 MS+NAA 0．2 mg／L+蔗糖 3O L+琼脂 0．8 为最好，生根率 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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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紫叶酢浆草(Oxalis triangularis Subeg．Tri— 

ang)又名感应草、浅紫花酢浆草，为酢浆草科酢浆草属 

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热带美洲，叶色为深紫色， 

叶片中有人字形浅玫瑰红斑纹，白天似翩翩起舞的紫色 

蝴蝶，晚上叶片合拢，又似困倦的少女抱膝而眠，独具特 

色，趣味无穷。其花淡雅清香，花期 4～11月，长达 8个 

月，其艳丽的色彩及奇特的叶形，适作盆花及地栽于林 

缘，布置花坛、花台、草坪等。三角紫叶酢浆草繁殖多采 

用切分块茎的方法，但繁殖速度慢，也可用种子繁殖，但 

其结种率低，周期长。因此，通过对其进行离体培养，增 

加其繁殖效率，为其应用范围的拓广具有巨大的价值。 

由于酢浆草主要培养和栽培研究局限于安徽一带，和北 

方物候差异较大。所以，对其组织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长江以南地区Ll 引，而对于北方地区酢浆草的快繁 

体系建立，还未见报道。研究利用组织培养建立适应北 

方物候的三角紫叶酢浆草快速繁殖体系，为三角紫叶酢 

浆草在北方园艺的绿化和妆扮中发挥更大的优势提高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l_l 试验材料 

研究取自盆栽的三角紫叶酢浆草，以叶片和叶柄作 

为外植体。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及消毒时问的筛选 取盆栽紫叶酢浆草 

叶片与叶柄，将每片叶剪成3小片、叶柄切成 3～5 cm小 

段，采用 l 9／6升汞溶液进行消毒，时间分别为 0．5、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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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n，切成 1．5 mm×1．5 mm小块，上表皮向下接种在 

诱导培养基上。 

1．2．2 愈伤诱导和分化培养基筛选 以MS为基本培 

养基，分别添加了不同浓度的 6-BA和 NAA，处理如表 

l。并以空白的基本培养基 MS作为对照。重复 3次。 

表 l 不同浓度 6-BA及 NAA培养基组合 I 

0，1 1号 6号 11号 16号 

0．5 2号 7号 12号 l7号 

1．0 3号 8号 13号 18号 

1．5 4号 9号 14号 19号 

2．0 5号 10号 15号 20号 

1．2．3 不定芽的生根培养 以 1／2 MS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添加了0．1、0．2、0．5 mg／I 的 NAA或 0．1、0．2、 

0．5 mg／L的IBA，共 6组培养基见表2。上述培养基均 

附加糖 3O L，琼脂 0．8％，pH 5．8。培养条件，均采用 

光照培养，培养的温度控制在 22～25℃，光照强度 

2 000 lx左右，光照时间为 l2 h／d。 

表 2 不同浓度 IBA或 NAA培养基组合 L 

21号 22号 23号 24号 25号 26号 

1．2．4 驯化与移栽 当不定芽长出的4～5条的健壮的 

不定根时，室温下进行练苗，然后移栽，所用的土壤是 

1／2草炭土加 1／2沙以及少量有机肥。一周内罩塑料布 

保湿并时常喷雾加湿，成活后移入盆中。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无菌系建立的影响 

取叶片与叶柄，分 4组，每组清水冲洗时间和酒精 

浸泡时间相同，升汞浸泡时间不同。观察效果在接种第 

l5天进行，表 3为不同消毒时间外植体污染和启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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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试验证明外植体最佳消毒方法为：流水洗净30 min， 

移入无菌接种室，用 7O 9／6酒精浸洗15 s，浸入0．1 9／6 Hg— 

cI2溶液中，另加 1～2滴吐温8O，振荡消毒2 min，用无菌 

水冲洗 3次，消毒效果更为显著，并且萌动率高。 

2．2 外植体的选择 

试验选择叶片和叶柄为材料，接种于相同培养基 

内，生长情况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叶片的愈伤组织形 

成时间短，在 7 d就有分化迹象，并且很快形成了芽丛， 

叶柄的分化较慢，并且出现了不定根，影响了芽的形成， 

确定叶片为最佳外植体。 

表 3 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表 4 不同外植体的诱导分化情况 

2．3 愈伤诱导和分化培养基筛选 

对最适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进行筛选，在接种 1个 

月时，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和叶片死亡率，试验结果见 

表 5。在2O种不同培养基上叶片均能诱导出愈伤组织 

和分化出根及芽，13号培养基 MS十6-BA 1．0 mg／L+ 

NAA 0．2 mg／L-F蔗糖 3O g／L+琼脂 0．9 9／6最适宜愈伤 

组织诱导分化和芽的形成，且此培养基上生出的白色不 

定根也较多。 

表 5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形成和分化的影响 

表 6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2．4 生根培养基筛选 

处理激素为 IBA、NAA，如表 6所示，将 4 C1TI以上 

的丛生苗转入生根培养基进行生根培养，结果表明，在 6 

种培养基上的苗都能长出一定数量的根，但以1／2MS+ 

NAA0．2 rag~L培养基生根效果较好，生根早、生根率 

高，而且根较粗壮 ，生根率达到 93．8 9／6。同时发现有些 

苗的基部形成组织块(图 4)，此组织块以后可能发育成 

块茎 ，这样的苗移栽较易成活。 

2．5 驯化与移栽 

待生根苗长到 5～6 cm时，打开一半封口膜，练苗 

2～3 d后取出小苗，洗去根部的培养基，移栽入以粗砂+ 

营养土中，成活率可达 98 以上。初移栽的三角紫叶酢 

浆草叶片为淡紫色或绿色略带紫色(图5)，一段时间后，叶 

片的颜色逐渐转变为紫色，色泽鲜艳且具绒毛感(图6)。 

3 讨论 

3．1 外植体的选择 

对三角紫叶酢浆草进行组织培养的研究中所采用 

的外植体较多，有叶片和叶柄 ，地下鳞茎 等，其 

中采用地下鳞茎的研究中，而诱导形成丛生芽的方法， 

来完成快速繁殖，但因其消毒困难、时间长，诱导率低而 

不能提高效率。试验证明使用叶片作为外植体是较为 

适宜的，而且叶片比叶柄取材方便，萌动快、诱导分化效 

率高，愈伤形成多、分化速度快等特点，而且由叶片诱导 

愈伤组织的途径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培养，并可以降低组 

织培养对母体植株的伤害，操作简单，适于三角紫叶酢 

浆草的大量快速繁殖，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方法与途径。 

3．2 组织培养过程中的污染问题 

污染是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三大难题(污染、褐化 

以及玻璃化现象)之一。通常污染是由于环境不洁、培 

养基和培养材料消毒不彻底、操作不当、操作人员或工 

具带菌等原因引起的 。一般的解决办法就是预先进 

行消毒剂种类、浓度以及消毒时间的筛选试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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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对接种室和超净工作台进行消毒、灭菌；规范操作 

规程以及提高操作水平，来降低操作污染和环境污 

染 。 ]。 

该研究三角紫叶酢浆草叶片表面着生柔毛，在消毒 

剂的水溶液中，较容易产生气泡，阻碍消毒剂与外植体 

表面的接触，从而降低了消毒剂的灭菌效果。因此，首 

先进行了消毒处理的筛选工作，并筛选出最为适宜的处 

理方法。采用了 0．1 升汞溶液作为消毒剂，并在其中 

加入表面活性剂吐温一8O，减少叶片表面气泡的产生， 

辅助并促进消毒剂发挥作用，使消毒效果显著提高。处 

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消毒过程，并降低幼嫩的叶 

片被消毒剂杀死的几率，同时降低了污染率。 

图 5 驯化苗 图 6 三角紫叶酢浆草成株 

3．3 生长调节物质对诱导分化及生根的影响 

在植物的组织培养中，生长调节物质对组织离体培 

养的形态建成及其调控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培养基中 

所用的激素种类和浓度调节着培养物的再生方式及器 

官分化类型。但内源激素对离体形态发生的诱导和调 

节往往是通过多种激素相互平衡及协同来实现的。在 

三角紫叶酢浆草外植体的离体培养中发现，外植体先膨 

大分化出少量愈伤组织，再进行不定根的分化，最后分 

化出芽。同时发现有些苗的基部形成组织块，此组织块 

以后可能发育成块茎，这样的苗移栽较易成活，以上结 

果与高贵珍、张兴桃等的研究结果相似 “]，这说明不 

同亚种的酢浆草之间组织培养的条件差异不是很大，而 

王利l_8]对其愈伤诱导和分化 的研究中应用 O．5 rag／L 

NAA，并且附加了 O．5 mg／L KT和 O．05 mg／L IBA，但 

诱导率和该试验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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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in Oxalis triangularis 

HU Guo-fu，LI Feng—lan，HU Bao-zhong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ife Science Collage，Harbin，Heilongiiang 150030，China) 

Abstract：In this text，the leaves and lear stalks of 0．triangularis 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establish the systerrl of tissue 

culture．Through orthogonal design，combination with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s，we investigated the 

best optimize explanls and medium compositions．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1)leaves were the optimize explants， 

when the leaves were used to explants，the optimize callus inducing medium compositions was MS + 6-BA 1．0 m L+ 

NAA 0．2 mg／I +sugar 30 g／I +agar 0．9 ，and inducing rate was 93．3 ．(2)The optimize medium of rooting was 

1／2MS medium added NAA 0．2mg／L ，sugar 30 g／L and agar 0．8 ，and rooting rate was 93．8 ． 

Key words：Oxalis triangularis Subeg；Triang；Tissue culture；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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