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Sci．2006，34(14)：3312—3313 责任编辑 姜 丽 责任校对 胡剑胜 

不同激素Mi~l：i：对茶树苗组织培养的影响 

王 云 (南阳师范学院，河南南阳473061) 

摘要 利用茶树苗的叶片、茎段、茎尖等外植体为材料，探讨不同激素配比对叶片、茎段产生愈伤组织，以及对茎尖产生丛生芽的影 
响。结果表明：叶片、茎段都能产生愈伤组织，但茎段的愈伤组织诱导率较高，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较低。叶片、茎段愈伤组织培养 

的最适培养基是 MS+2,4-D(2 mg／L)+6-BA(0．4 r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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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StudyO11TeaPlantTissueCulture 

WANG Yun (NaIlyang Normal College，Nanyang，Henan 473061) 
Abstract The lear，stem segments and stem tips of tea plants 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be cultured on MS media．Th 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hormore on leaf,stem segm ent and stem tip culture was sdudied．Th e result indieated that the callus can be indueed from leaf 

and stem segment culture，buttheinductivity rateofstem segm entwerehigherthanthatofleaf．Themedium：MS+2，4-D(2mg／L)+6-BA(0．4mg／L) 

was the suitable for the callus inducf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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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中氨基酸总量为50％以上。茶氨酸定是茶树的特 

有氨基酸。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茶氨酸具有多种生理和药理 

作用，是潜在的可开发利用的药物和机能性食品。但由于茶 

氨酸是在根部合成运到地上部的，所以含量极微。自然条件 

下茶叶中茶氨酸的含量仅为 1％～2％，产量低 。提纯难度 

大，生产成本高，因此，限制了对其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该 

研究旨在建立茶树苗的无菌组织培养体系，为今后开展对 

该茶树的遗传转化工作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水仙大叶茶当年生的嫩叶、嫩茎、茎尖，由广东 

韶关茶园提供。 

1．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表 1中培养基琼脂含量均为0．8 

％，蔗糖含量均为3％，pH值为5．7～5．8，且在 121 oC高压灭 

菌 20～30 min．培养温度为 26℃±1℃，光周期为 16 h，光照强 

度为 1 500～2000lxtll约 每 20d继代 1次。 

表 1 不同材料的培养基 

MS+IAA(2 mg／L)~-BA(4 H'g， ” MS+6-BA(0．5 me／L) 

MS+NAA(1 mg／L)+6-BA(4 rag／L) 篙 5删 M 
MS+NAA(2 mg／L)+6-BA(4 m MS+6-BA(1．0 mg／L)+NAA 
MS+2，4-0(2mg／L)+6-BA(0．1 meJL) (o．01 mg／L) 

MS+2，4-D(2 mg／L)+6-BA(0．2 ms／L) 
MS+2，4-D(2 mg／L)+6-BA(0．4 mg／L) 

1．3 接种的方法步骤 将供试材料置于洗洁精溶液中浸 

泡洗涤5～10 min，然后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蒸馏水冲 

洗 3次，放入烧杯中并用报纸封口，在烧杯外面喷上酒精 

放入超净工作台(已用紫外灯照射灭菌 30 lllin)。在超净台 

上先用浓度为75％的酒精消毒 30 s，再用浓度为 0．1％的 

升汞(含吐温)消毒 8～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待 

用。将叶片切成约 1 cm2的小块，茎段切成 0．5～1．0 cm的小 

段，用滤纸吸干水分。分别接在 6种诱导愈伤组织的培养基 

上。每个配方接种茎段、叶片各 20瓶，每瓶接种 3个外植 

体。茎尖用滤纸吸干水分，剥去展开的叶片，露出生长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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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叶原基，再在浓度为 75％的酒精中泡洗 10 s左右，无 

菌水冲洗后吸干，接种在 3种产生丛生芽的培养基上121，每 

个配方接种茎尖 20瓶，每瓶接种 3个外植体。接种好的培 

养基放于光照培养箱内培养，培养箱温度及光照按培养条 

件设置。 

1．4 调查内容与方法 每天观察外植体的生长情况，并记 

录愈伤数，计算出愈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叶片、茎段产生愈伤组织的影响 外 

植体接种 2 d后 ，发现有少数污染，且茎段和茎尖的污染数 

相对较多，叶片的污染数相对较少。培养至第 10天时，叶片 

稍有些卷起或隆起，且颜色有些发黄。培养至第 15天时，茎 

段两端开始膨大，颜色有些发黄；叶片也开始变厚 ，尤以切 

口处明显，且叶脉开始加粗，颜色不再变黄。培养至第 25天 

左右时，叶片与茎段在切口表面都产生肉眼可见的愈伤组 

织 ，其中培养基 MS+2，4-D(2 mg／L)+6-BA(0．4 mg／L)上的愈伤 

组织生长最好，诱导率亦最高，其中，叶片的愈伤组织的诱 

导率为48．9％，茎段的诱导率为 88．7％(表 2、3)。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对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表 3 不同激素配比对茎段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茎段的愈伤组织呈白色、浅绿色，初期生长较慢，组织 

较为致密，经两三代培养后逐渐疏松，生长速度加快；叶片 

的愈伤组织呈白色，组织较为疏松，生长速度较慢。叶片的 

边缘及叶脉处容易产生愈伤组织，随着培养天数的增加，愈 

伤组织的发生由叶片边缘扩展到叶片表面，但扩展不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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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茎段外植体不仅易于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而且其愈伤 

组织生长迅速，状态良好(图 1、2)。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茎尖产生丛生芽的影响 由表 4可 

以看出，茎尖几乎不产生丛生芽，并且出现脱叶、干叶等现 

象，其中培养基 MS+NAA(0．01 mg／L)+6-BA(0．5 mg／L)~养基 

能使其存活较长时间，但生长不太明显(图 3)。 

表 4 不同培养基对茎尖产生丛生芽影响的比较 

图 1 叶片的愈伤组织 图2 茎段的愈伤组织 图3 茎尖的生长状况 

3 结论与讨论 

茎段较容易产生愈伤组织，且出愈率较高。较适宜的培 

养基为：MS+2．4-Df2mg／L)+6-BA(0．4mg／L)。 

茎尖的生长状态较差，几乎不产生丛生芽，造成这种情 

况的可能原因有3个：①茎尖幼嫩，而且茶树苗采集过程中 

容易受损，导致褐化。②外植体离体时间较长，不是即采即 

用，可能对丛生芽的培养造成一定的影响。③激素配比或激 

素浓度不合适。 

外植体在培养过程中有褐化现象，切口褐化对愈伤组 

织的生长产生影响。外植体褐化主要是由于茶叶分泌的多 

酚类物质被氧化所致四。所以，为了减少褐化面积，试验中将 

叶片的面积尽量切小。结果表明，较短的茎段更容易产生愈 

伤组织。 

试验结果还表明，茎段培养无论在诱导率或生长状态 

方面都要优于叶片，因此，茎段作为组织培养的外植体材料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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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作用外，环境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加强饲养管理， 

消除各种应激因素的刺激，就成为预防该病发生和流行的 

主要技术措施。 

(3)随着附红细胞体在血液中数量增加 ，必然会影响、 

干扰甚至破坏红细胞及血液中其他成分的功能网，使猪的抗 

病能力下降，从而容易发生其他病原微生物的继发感染。为 

了保证猪群的健康，消除猪附红细胞体给猪群造成的应激， 

防止其他病原微生物的继发感染。笔者建议，各养猪场应对 

猪群定期进行抽样检查，对附红细胞体病进行监测，发现有 

附红细胞体感染时应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及时消除隐性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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