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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香草莓叶片的植株再生研究 

马崇坚，吕斯君，廖佩颖 (韶关学院英东生物工程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摘要 [目的]为采用叶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草莓种苗提供依据。[方法]以丰香草莓叶片为外植体，用4种不同的培养基 

诱导其愈伤纽织，并对愈伤组织进行扩繁，筛选最佳的诱导培养基。[结果]MS+6-BA 0．5 mg／L+NAA 0．1 mg／L培养基最快产生愈伤 
组织，愈伤组织诱导率、生根率、不定芽诱导率均最高，分别为69．4％、10％、l1．67％，且愈伤组织体积较大，生根总数最多，不定芽生长 

茂盛 ，叶片多而大，最终获得具根系可移植室外的完整植株543株，增殖扩繁倍数达 5o，增殖效果极好。MS+6-BA 1．0 mg／L+NAA 0．1 

mg／L培养基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为63．8％，且愈伤组织体积最大。[结论]草莓叶片诱导愈伤组织、不定芽并最终获得大量再生植株的最 

佳培养基是：MS+6-BA 0．5 mg／L+NAA 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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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Regeneration of Strawberry Leaves of“Fengxiang” 

MA Chong-jian et al(Yingdong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Guangdong 512005) 

Abstract [Objectiv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mass production of strawberry seedling by adopting of leaf tissue culture tech- 

nology．[Method]With“Fengxiang”strawberry leaves as explant，its callus was induced with 4 kind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and expan— 

ding propagation was performed to on the callus，and the best induction medium was screened．[Result]The medium of MS+6-BA 0．5 mg／L 
+NAA 0．1 mg／L generated callus the fastest，on which，the induction rate of callus，rooting rate and induction rate of adventitious bud were 

all the highest，up to 69．4％ ，10．00％ and 11。67％ resp．，and the callus volulne was bigger，the total number of rooting was the most，the 

adventitious bud grown flourishingly and leaves were more and big，eventually 543 complete planflets with roots that could be transplanted to 

outdoors were acquired，the multiple of proliferation and expanding propagation was Ilp to 50 and the proliferation effect was extremely good． 

On the medium of MS+6·BA 1．0 mg／L+NAA 0．1 mg／L．the callus induction of was 63．8％ and the volume of callus was the largest． 

[Conclusion] e optimal medium for strawberry leaves on inducing callus，adventitious bud and acquiring plenty of regenerating planflet e· 
ventually was：MS+6-BA 0．5 mg／L+NAA 0．1 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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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Fragaria ananassa Duch)是当今世界7大水果之 
一  

l 
，是一种低热量、低糖的佳果，含钙、磷、铁、抗坏血酸、柠 

檬酸、苹果酸和多种氨基酸，为很好的滋补果品 。草莓生 

产在我国的历史很短，但近年来草莓作为一种新兴水果在全 

国各地迅速发展。草莓在栽培上多用无性繁殖种苗，不仅效 

率低，种苗易退化，果实渐小，严重影响草莓产量和品质，且 

使病毒积累逐年加重，草莓病毒的危害可使草莓减产30％ ～ 

80％ [3 J
。 我国因草莓病毒每年减产35万t，直接经济损失30 

亿元 J，给草莓产业带来灾难眭的危害。不少草莓生产基地 

对草莓组培、扩繁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J，但在实际应用上 

还有待加强。笔者以韶关当地栽培的丰香草莓叶片为材料 

进行组织培养。试图建立以叶片为材料的草莓组织培养再生 

体系，以解决草莓病毒病引起草莓良种退化的难题，为草莓 

组织培养种苗大规模的推广种植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摘取健壮丰香草莓嫩叶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将采回的新鲜嫩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 自 

来水浸泡备用；在超净工作台内用浓度75％酒精浸泡 20— 

30 s，然后用浓度0．1％的HgC1 消毒叶片4～6 min，无菌水 

冲洗4～5次；将经消毒处理好的叶片置于无菌培养皿上，用 

接种刀沿垂直主脉的方向切 1～2刀，最后切成约为 1,{3111 x 1 

Clll的小片，接种在浓度分别为0．5、1．0、2．0、4．0 mg／L 6一BA 

同时附加0．1 mg／L NAA的培养基上，分别标记为 1、2、3、4 

号培养基。接种完成后置于恒温箱中进行暗培养诱导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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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温度为(24±2)℃。产生一定的愈伤组织后，转为光培 

养诱导芽和根的分化。连续观察和记载外植体的变化以及 

愈伤组织、不定芽和不定根产生时间及发育状况。 

2 结果与分析 ‘ 

2．1 不同激素对叶片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 

明，暗培养 10 d后，叶片开始膨大，边缘向远轴面卷曲，颜色 

变浅。20 d后，明显可见愈伤组织形成并迅速膨大，叶片切 

口边缘形成更多白色愈伤组织，但各处理出现的时间和数量 

有所差异(表 1)。由表 l可知，在不同的处理中，t号培养基 

最快产生愈伤组织，其愈伤组织的体积较大，颜色在暗培养 

的条件下是淡黄色。在后期转为光培养，则转为土黄色和淡 

绿色，诱导率为69．4％，相对其他的培养基处理，其诱导率最 

高。如果追求高的诱导效率，l号培养基处理是试验各处理 

中最好的。2号培养基的外植体产生愈伤组织时间略迟，但其 

愈伤组织的体积是最大的，颜色为淡黄色，诱导率为63．8％，比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叶片形成愈伤组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hormone concentrations on the callus forma- 

tion ofleaves 

注：接种数均为36块；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有 
差异；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0．O1水平有差异。表 3同。 

Note：Inoculation number is all 36．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and lowercases 

in a row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01 and 0．05 levels．The 

salTle as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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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培养基稍低，从愈伤组织体积方面看，2号培养基处理用 

于诱导大体积愈伤组织是最好的。而 3号培养基诱导的愈 

伤组织体积较小，产生愈伤组织的时间亦比前2个培养基要 

慢，诱导率为47．2％。4号培养基愈伤组织体积最小，产生 

愈伤组织的时问也最慢。4种培养基的处理都有褐变现象， 

只要在愈伤组织产生以后及时更换培养基 ，1号培养基和 2 

号培养基将是很好的诱导愈伤组织的处理。相对于前 2个 

处理，3号和4号培养基的诱导率较低，其愈伤组织的质量亦 

较差，所以没有继续选用的必要。 

2．2 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再生植株结果 

2．2．1 不同激素对愈伤组织诱导不定根的影响。南表 2可 

知，较大体积的愈伤组织光培养 10 d后，在愈伤组织的底部 

长出白色的细根，随时问推移数量不断增加。3号和 4号培 

养基生根率为0，可见这2个处理不适合诱导愈伤组织产生 

不定根。1号培养基的生根率为 10％，在 4种处理中最高， 

其生根总数亦最多，和其他几种处理相比，1号培养基较适合 

诱导愈伤组织产生不定根。2号培养基的生根率为 5％，不 

定根细长，长度约为3～4 ca3，淡黄色。 

2．2．2 不同激素条件下愈伤组织诱导不定芽的差异。试验 

表 2 愈伤组织在不同培养基上生根情况 

Table 2 Rooting situation of callus on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 

注 ：接种数均为 60块。 F表同。 

Note：The inoculation number is all 60．The same as~llows． 

结果表明，愈伤组织光培养10 d后，不定芽亦开始分化形成。 

有3种形式：①先产生不定根，再产生不定芽；②先产生不定 

芽，再产生不定根；③直接产生不定芽，没有不定根。随时间 

的推移不定芽数量不断增加。20 d后统计不定芽诱导情况 

(表3)可知，1号培养基的不定芽诱导率最高，该培养基诱导 

的不定芽生长茂盛，叶片多较大，可见 1号培养基在4种培 

养基处理中为诱导不定芽的最佳培养基；2号培养基的不定 

芽诱导率为6．67％，不定芽生长稀疏、较矮、叶片较小；3号 

和4号培养基的不定芽诱导率为0，没有选用的必要。 

2．3 组织培养获得植株 将2种处理已分化不定芽的1l 

表3 愈伤组织在不同培养基上不定芽诱导情况 

Table 3 Adventitious bud indu~ion of callus on difrerent culture medium 

块愈伤组织连同不定芽一起进行切割分离后继续采用 1号 

培养基进行诱导培养，发现原愈伤组织继续膨大，并大量分 

化形成不定芽。同时已分化的不定芽周围形成大量丛生芽， 

并且产生了不定根。30 d后再进行切割分离培养，获得具根 

系可移植室外的完整植株 543株。即1个月内由11块具分 

化能力的愈伤组织块经诱导培养后，获得了增殖扩繁倍数约 

为50的大量丰香草莓试管植株。 

3 结论与讨论 

(1)有研究表明，草莓组织培养以茎尖为外植体效果最 

好，叶柄次之，叶片一般，花药、花托、花瓣比较难于进行 。 

笔者采用叶片作为外植体，主要是因为茎尖的生长有季节 

性 ，不能随时采集 ，叶柄的数量较少 ，不能进行大量的组织培 

养，而叶片一年四季都能采集，并且数量较多适合进行大量 

的组织培养。国外 Nehra等用草莓不同品种幼嫩叶片诱导 

再生植株获得成功 ～ 。而国内对草莓利用叶片作为外植 

体诱导再生器官或植株的组织培养工作报道较少 ⋯。因 

此，笔者选择叶片作为外植体。 

(2)试验结果表明，较适合诱导叶片产生愈伤组织、诱导 

愈伤组织产生不定芽和不定根的6．BA最佳浓度范围为0．5 

～ 1．0 mg／L。从不同培养基配方中6-BA／NAA比值看，该比 

值越小越有利于诱导愈伤组织，诱导愈伤组织产生不定芽和 

不定根分化。超过 10后反而抑制了芽及根系的分化，原因 

有可能是高浓度 6-BA条件下 NAA浓度不足，致使两者间不 

能达到较好的平衡。 

(3)通过试验，得到了诱导草莓叶片获得再生植株较为 

有效的培养基配方，为建立与进一步完善草莓组织培养再生 

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试验中，从当地优质栽培品种丰香草 

莓叶片诱导愈伤组织、诱导愈伤组织产生不定芽和不定根， 

并最终获得了大量的再生植株，为组织培养大量繁殖优质草 

莓种苗并进行大规模推广种植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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