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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激素配比对蜘蛛兰组织培养的影响 

田英翠，杨柳青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长沙41ooo4) 

摘要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以蜘蛛兰为试材，以鳞茎为外植体，研究不同激素配比对其直接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结果表明：MS+2 

mg／L6-BA+2mg／LNAA是直接诱导鳞茎再生植株的最好组合；而Ls+1 mg／L6-BA+2mg／LNAA是直接诱导鳞茎再生植株的理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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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 (Hymeno Cdlis olisb)属石蒜科水鬼蕉属的球根 

花卉，其观赏价值及经济价值都较高。但目前蜘蛛兰的生产 

周期较长，其分球繁殖系数低 。一些珍贵品种繁殖比较困 

难，这都不利于蜘蛛兰的种植及应用。为此，笔者在相关研 

究[1-61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培养研究，对推动其快速繁殖及生 

产具有重要意义。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材采 自长沙市鸿飞花卉公司提供的优 良品 

种蓝花蜘蛛兰(H．calathina)。 

1．2 方法 采集蜘蛛兰鳞茎，用浓度为 7O％的酒精和 O．1％ 

的氯化汞消毒获得无菌材料。以MS为基本培养基，设置 6一 

BA单因子，将6-BA浓度分别设 l、2、3、4、5、6、7、8、9、10、 

l5、20 mg／L 12个不同处理；采用6-BA配合NAA双因子，仍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将 NAA浓度固定为2 ms／L，6-BA浓 

度分别为 1、1．5、2、2．5、3 mg／L 5个不同处理；将 NAA浓度 

固定为 1 mg／L，6-BA浓度分别为 1、1．5、2、2．5、3 ms／L 5个不 

同处理；以Ls为基本培养基，将 NAA浓度固定为 2ms／L， 

6-BA浓度分别为 l、1．5、2、2．5、3 mg／L 5个不同处理；将 

NAA浓度固定为 1 ms／L，6-BA浓度分别为 l、1．5、2、2．5、3 

ms／L 5个不同处理；采用 NAA配合6-BA双因子，以Ls为 

基本培养基，将 6-BA浓度固定为 l mg／L，NAA浓度分别为 

l、1．5、2、2．5、3 mg／L组合5个不同处理；以Ms为基本培养 

基，将6-BA浓度固定为2mg／L，NAA浓度分别为1、1．5、2、2．5、 

3 mg／L 5个不同处理。以E各试验，附加3％的蔗糖，5 L 

的琼脂粉，调节DH值至5．0～6．0，光照强度为700～l 000 Ix， 

每日光照时间为 12h左右，温度为23℃±2℃的环境条件下 

进行培养定期检查并统计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6-BA直接诱导再生植株 

2．2．1 6-BA单因子对鳞茎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表 1)。从 

表1可以看出，用单因子6-BA诱导效果很不理想。浓度在 

1--4ms／L时，诱导率在 lO％左右；当浓度大于5 mg／L时，第 

lO天培养基变黑，第 2O天培养基黑色加深，不能继续诱导 

分化不定芽，第 3O天后自然枯萎。总之，用 6-BA单因子直 

接诱导再生植株不可取。 

2．2．2 6-BA配合 NAA双因子对鳞茎诱导再生植株的影 

响。从表 2可以看出，以MS为基本培养基，固定 NAA浓度 

2mg／L不变。随着 6-BA浓度增加，诱导不定芽数、诱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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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BA(单因子 )对鳞茎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 

叶数、叶长也逐渐增加。其中，MS+2mg／LNAA+2mg／L6-BA 

组合诱导不定芽数为5．9个，诱导率为9O．2％，叶数为2．16 

个，叶长为4．78 cm，效果最好；固定 NAA浓度 l mg／L不变， 

增加 6-BA浓度，诱导效果同样逐渐增加，MS+I mg／L NAA+ 

2 mg／L 6-BA组合诱导效果最好 ，诱导率达 88．6％。 

裹2 6-BA配合NAA(双园子)对鳞茎诱导再生檀株的影响 

注：基本培养基为MS培养基。表5同。 

在此基础上，针对蜘蛛兰的特性，调节基本培养基，以 

LS为基本培养基，其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固定 

NAA浓度 2 mg／L不变，增加 6-BA浓度，其中，LS+2 mg／L 

NAA+2 mg／L 6-BA组合诱导不定芽数为11．9个，诱导率 

91．6％，叶数为 2．15个 ，叶长为 4．67 cm，效果最好 ；固定 

NAA浓度 1 mg／L不变 ，随着 6-BA浓度增加 ，LS+I mg／L 

NAA+2 mg／L 6-BA是直接诱导蜘蛛兰再生植株的最佳组 

合，诱导率最高达 93．7％。 

2．2 NAA配合 6_BA双 因子对鳞茎诱导再生植株的影 

响(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以 LS为基本培养基 ，固定 6一 

BA浓度为 1 mg／L不变，当增加生长素NAA浓度时，LS+2 

mg／L NAA+I mg／L 6-BA组合诱导不定芽数为 l1．2个，诱导 

率为91．8％，叶数为2．35个，叶长为4．97 cm，效果最好。 

调整基本培养基Ls培养基。为MS培养基，其结果见 

表 5。从表 5可以看出，固定 6-BA浓度 2 mg／L不变，NAA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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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有关的蛋白酶水解系统 。 

5 前景与展望 

CAPN1引起肌肉中蛋白质的水解是导致宰后肌肉嫩 

化及其增长的主要原因，这已成定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CAPN!基因可以作为肌肉嫩度的侯选基因，但侯选基因多 

态位点与性状问相关的研究还不够，而且有关的报道也不 

多。CAPN1基因能否作为一个影响肉嫩度的侯选基因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标记辅助选择 

(MAS)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选择与数量性状 

位点(QTL)相连锁的分子遗传标记(基因或非基因标记)， 

通过这种基因的多态性分析进行基因型选择，提高选择的 

准确性，将传统的和现代的分子遗传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 

家禽的育种实践必将是今后畜禽育种的方向，也是快速改 

良并培育优良畜禽品种(品系)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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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本培养基为Ls培养基。表4同。 

裹4 NAA配合6-BA(双园子)对鳞茎诱导再生檀株的影响 

注：6--BA浓度为 1 mtCL。 

度增加，诱导不定芽数、诱导率、叶数、叶长也逐渐增加，其 

中,MS+2mg／LNAA+2 ms／L6-BA组合诱导不定芽数为5．9 

个，诱导率为93．6％，叶数为68个，叶长为7．81 cm，效果最好。 

3 结论与讨论 

在组织培养的过程中，以鳞茎为外植体，6-BA和NAA 

+ 一+ -+ -+ -+ --4--+ 一+ -+ 一+ · 

衰 S NAA配合 6--BA【双园早 )对鳞茎诱导再生檀株的影响 

注：6-BA浓度为 2mg／L。 

不同浓度对蜘蛛兰直接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非常大。以MS 

为基本培养基时，6-BA单因子直接诱导再生植株，浓度不 

能超过5 ms／L。6-BA和 NAA双因子以不同浓度配合时， 

MS+2 mg／L 6-BA+2 mg／L NAA是直接诱导鳞茎再生植株的 

最好组合，而LS+I mCL 6．BA+2 ms／L NAA是直接诱导鳞茎 

再生植株的理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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