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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激素对金鱼草茎尖组织培养效果初探 

李 竹 英，钱 艳 红，毛 绍 春 
(云南省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653106) 

摘 耍：通过用M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附加不同激素种类及浓度组合，探讨了不同激素及水平对金 

鱼草(Antirrhinum Majus)茎尖组织培养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将金鱼草的茎尖(一般带有两片小叶约1 cm 
～ 1．5 cm长的顶端)接于 MS+0．6 rag／I 6一BA+0．1 m．g／I NAA的培养基上进行芽的诱导．约 15 d便可诱 

导出大量的丛生芽，一般 2O d～25 d可为一个增殖周期，待增殖达到一定(生产需要)的数量时，再将其茎尖 

转接到1／2Ms+0．5 mg／I NAA+0．1 mg／I IBA的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约10 d便可开始生根．经 

过20 d--25 d的培养，小苗长至1O cm～12 cm左右并形成2 cm左右的粗壮主根系，须根多而不密，幼苗生 

长健壮，经过炼苗后便可移植到土壤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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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切花生产中花朵绚丽、高雅、馨香、花色丰富、花期长已成为 

人们的追求。金鱼草在园林中的用途极为广泛，除可栽入花 

坛。花镜和花带，还可刚予花丛和花群。观赏价值很高，全草均 

可入药，具有消热凉血和消肿的功效，外敷可治肿毒和跌打损 

伤等症状⋯。金鱼草价格低廉，深受消费者喜爱，进行不同激 

素及水平对金鱼草茎尖组织培养的探析，对满足消费者的市 

场需求，提高其繁殖系数，具有重要意义。 

l 材料和方法 

1．1 植物材料 

金鱼草(Antirrhinum Majus)品种为FI紫红色四倍体(由 

7—18与晚杂 一1杂交而来)。幼苗的茎尖一般带有两片小 

叶，1 cm～5 cm长。 

I．2 试验方法 

I．2．1 培养基的配制及灭菌 用M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 

每升中附加6．5 g琼脂，30 g蔗糖，不同激素水平，加热溶解， 

将 pH值调节至 5．8，分装于 250 ml玻璃瓶中，加膜扎紧封 

口，然后放入高压锅中，在121℃的温度下灭菌20 rain。冷却 

凝固放置无菌室内5 d。观察无污染状况再使用。 

1．2，2 茎尖处理及消毒 首先用自来水浸泡半小时后，再用 

蒸馏水加少量洗衣粉浸泡 5 min，以彻底洗去茎尖上的杂物。 

之后用蒸馏水冲洗 2次，以洗去茎尖上洗衣粉残留物。放在 

吸水纸上吸去多余的水分后，放入超净工作台用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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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的酒精浸泡5 s，再加1滴“土温8O”，用0．I％升汞液浸 

泡6 min 8 min(升汞液要超过茎尖体积的2／3)，用无菌水冲 

洗3次以后接种。 

1．2．3 接种 在无菌条件下。将准备好的金鱼草茎尖接种于 

玻璃瓶中的培养基。 

1，2．4 培养条件 接种后的金鱼草放在 温度为 22℃ ± 

1℃，光照强度 1 800 Lx-2 000 Lx的环境条件下培养，每天 

光照时数 14 h～16 h。 

2 结果和分析 

2．1 不同激素水平对芽的诱导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外植体由于受到切伤后分泌的内源 

激素和培养基中添加的外源激素共同作用，往往会发生愈伤 

组织，而芽的产生是由于激素的刺激素促进了腋芽的萌发【2 J。 

激索的不同浓度和不同组合，对金鱼草茎尖愈伤组织的形成 

和芽萌发。以及对芽的长势都有较大差异。 

经观察本试验中从外植体上长出的小芽多数是起源于腋 

芽和幼嫩茎组织的不定芽，愈伤组织分化的较少，甚至没有。 

在培养后期，有部分外植体的叶变为红色，或在叶片长出肿 

胀，扭曲的突起。并发现两棵坏死苗。 

愈伤组织的形态质地往往决定器官发生的部位和能力， 

结构疏松的愈伤组织缺少有组织的结构。有大量的细胞间隙， 
一 般很难形成生根中心。产生维管组织，坚实致密的愈伤组 

织，无大的细胞间隙，由管状细胞组成维管等组织，易分化为 

植物器官的原基。这两种状态可通过调节生长激素的浓度来 

实现，高浓度形成疏松型，低浓度形成坚实型。如：NAA浓度 

高时，愈伤组织形成疏松型，NAA浓度低时愈伤组织形成坚 

实型。而分裂素则相反，如6一BA浓度高时愈伤组织形成坚 

实型，浓度低时形成疏松型，并且分化的速度慢【3】。由表1可 

知：处理1中，芽的分化不清晰，新芽较纤细柔弱i处理 2中， 

芽分化率低，新芽纤细；处理3中，芽的分化率较高，并且分化 

清晰；处理 4中，芽的分化程度高，分化清晰，并且新芽粗壮。 

经过试验表明，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6一BA的浓度高，则芽 

的分化率高，但分化不清晰，幼嫩茎过于纤细，柔弱不强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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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若与0．1 mg／L的NAA组合使用，芽的分化程度高，并且 

健壮。23 d左右便可以完成一个增殖周期。因此从芽的诱导 

来看。最优的处理是0．6 mg／L 6一BA+0．1 mg／L NAA。 

2．2 不同激素水平对根的诱导 

在芽的诱导率达到一定数量时，把部分新增外植体(茎 

尖)切下转接到不同激素水平的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2 d 

开始有愈伤组织形成。约 10 d便可开始生根，以后根尖伸长 

很快，并长出侧根，形成根系，但整个过程中芽体分化较少。 

表 1 不同激素水平下芽的诱导 

从试验诱导根形成的情况看．NAA浓度在 0．1 mg／I ～ 

1 mg／L之问，根的分化率和 NAA浓度成正 比，NAA浓度高 

则根分化的快而多。从表 2可以看出，当 NAA的浓度达到 

1．0 mg／L、IBA为0．1 mg／I 时，生根率达到了100％，但是所 

生的根绝大多数为须根，这种须根在移植时，清洗过程中常会 

脱落，也很难生长成活，难以适应大田栽种。当NAA的浓度 

达到0．5 mg／L并且再加上 0．1 mg／I 的 IBA时，根的分化率 

达到94％，并且根分化清晰，主根粗长健壮，经炼苗后很容易 

适宜土壤栽培．是理想的生产苗。因此从对根的诱导来看，最 

优的组合是0．5 mg／I NAA+0．1 mg／L IBA。 

3 结论 

通过用茎尖对金鱼草进行组织培养试验表明，利用茎尖 

进行组织培养可以大量繁育金鱼草植株，促进快速繁殖工作 

的进行。 

激素6一BA(6一苄基氨基嘌呤)和NAA(萘乙酸)以适当 

的浓度进行配比组合，能显著促进茎尖诱导芽成功率的提高； 

只l植物生长调节索 NAA(萘乙酸)和 IBA(吲哚丁酸)以适当 

的浓度进行配比组合能显著促进茎尖诱导根成功率的提高。 

本实验中最佳的诱导培养基分别是：芽的诱导基本培养基+ 

O．6 mz／I 6一BA+0．1 mg／I NAA；根的诱导 1／2 I"D．S+0．5 

rag／I，NAA+0．1 mg／I IBA。 

在试验过程中，由于培养时光照时间是人为控制，会使光 

照时间过长或过短，配制母液的长时间使用，以及接种室和培 

养室条件限制．消毒灭菌不彻底。所以．虽然接种的试验材料 

不多．却还是出现了褐变和玻璃化现象。 

4 问题与分析 

在整个组织培养过程中，经实验观察表明：有少数茎尖和 

培养基变黑，有的植株长出肿胀、扭曲的小叶片并且整株菌显 

半透明状，还有两株死苗。也有少数植株叶片变为红色。经 

分析论证，这种现象是出现在花卉组培过程中的褐变现象和 

玻璃化现象。 

在有关报道中指出，组培过程中褐变发生是由于建立外 

植体无菌系时，切口附近的细胞受伤害，破坏了酚类化合物和 

多氧化酶的分隔状态，使得酚类化合物的酚氧化酶相遇，酚类 

化合物氧化形成醌类物质，并进一步与蛋白质结合，从而引起 

组织代谢活动混乱，导致组织生长停滞．最终衰老死亡【4 J。影 

响褐变的因素较多．这些因素包括植物品种，植物年龄，部位 

以及大小，培养基的配方，光照强度等等。控制褐变的方法 

有：在培养基中加入抗坏血酸，柠檬酸，半胱氨酸，二硫苏糖醇 

或聚乙烯吡酮等抗氧化剂；将外植体不断的转移到新鲜培养 

基上；在培养基中加入1％左右的活性炭可改善生长和再生， 

但活性炭也能结合激素和其他代谢物，因而这种方法常影响 

到茎尖的生长和分化【5 J。 

导致玻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激素浓度过高，不同激素 

的比洌不当，琼脂浓度过低(小于6．5 g／I )，温度低于植物正 

常的生长范围，光照时问过长(大于 15 h)，通风条件差．培养 

瓶的封口过于密闭，培养基离千水甲不适当。目前很多研究 

皆在控制组培苗玻璃化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它包括增 

加光照强度。提高琼脂浓度，一般由6．5 g／I 加至7．0 g／I ，同 

时事先去除琼脂中的杂质，降低培养容器中的相对温度，使用 

有透气性的封口膜，降低培养基中NH4 浓度。增加培养瓶 

中的CO2浓度．认真调配培养基中激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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