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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he top tender stalks Of Nopalxochia ackermannii are used as explants in this paper
． On the 

base of MS medium which are added different hormones，then the callus，adventitious buds and r0ots 

are induced respectively．The best density of horm ones iS selected from many kinds of combinations．in 

which the best one for inducing callus，buds and root are 6一BA 2 mg／L+NAA 0．2 mg／L，6一BA l 

mg／L+NAA 0．1 mg／L and IBA 0．2 mg／L．respectively．The high efficient regeneration system of in 

vitro culture of Nopalxochia ackermannii is alS()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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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荷花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的研究 

刘 帆，倪 苏，田孟良 

(四川农业大学 农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采用令箭荷花植株顶端幼嫩茎段作为外植体，以MS为基本培养基，采用不同激素配比分别诱导获得了愈伤 

组织、丛生芽和根。筛选出了适合令箭荷花植株再生的最佳激素浓度配比：6一BA 2 mg／L+NAA 0．2 mg 适合愈 

伤组织的诱导，6一BA 1mg 十NAA 0．1mg 适合诱导丛生芽，IBA 0．2mg 有利于根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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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荷花(Nopalxochia ackermannii)，别名孑L 

雀仙人掌，原产于中美洲墨西哥，为仙人掌科令箭荷 

花属植物，多年生肉质草本。令箭荷花喜温湿环境， 

花大而艳，是一种色彩、姿态、香气兼备的优良盆栽 

花卉，深受人们喜爱。其繁殖方式主要以扦插、嫁接 

繁殖【1．2j为主，品种易退化，且繁殖系数低。本试验 

采用组织培养手段对令箭荷花的植株再生进行研 

究，以扩大其繁殖系数，为令箭荷花的快速繁殖、资 

源保存及培育优良新品种提供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以盆栽 3年生的箭荷花植株顶端幼嫩茎段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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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体，采用组培常规灭菌，无菌水冲洗4次。无菌条 

件下，切成 0．3～0．5 cm2大小的带生长点的小块， 

作为组织培养的外植体。 

1．2 方 法 

愈伤组织诱导：取幼嫩茎段为外植体，经常规灭 

菌后，接人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 

丛生芽诱导：将诱导组织切成 1．0 cm2左右切 

块，接人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中。 

诱导愈伤组织和丛生芽的培养基均以MS为基 

本培养基，加人3％的蔗糖，琼脂粉 0．4％，pH 5．8， 

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激素配比(见表 l，表 2)处 

理。 

诱导生根：选择长度为 2 cm左右，生长健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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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生苗，切去茎基部的愈伤组织 ，接入根诱导培养基 

中。培养基以 1／2 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均加 

2％的蔗糖，0．1％的活性炭，pH 5．8。附加不同浓 

度的 IBA(表 3)。 

1．3 培养条件 
t 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为 1500～2000 

lx，光照时间 12 h／d。 

2 结果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嫩茎切块接种 15 d后发现，从切块边缘逐渐有 

淡黄色、黄绿色、白色愈伤组织形成。30 d后统计不 

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产生情况(表 1)。多重 比较 

结果表明，不同激素配比的诱导率在5％水平上差 

异显著性，不 同激素配 比的诱 导率在 33．3％～ 

93．3％之问，诱导率最高的激素配比是5号和6号， 

诱导率均为93．3％，但 5号诱导的愈伤组织质地较 

好(图版 I一1)。 

2．2 丛生芽的诱导 

将5号培养基中的愈伤组织转入不同激素配比 

的芽诱导培养基中，诱导丛生芽，培养 15 d后，从愈 

同激素配比的处理诱导愈伤组织分化出丛生芽的效 

果差异较大，芽诱导率为 56％～90％，芽诱导率最 

高的激素配比是3号，且诱导产生的丛生芽健壮(图 

版 I一2)。 

2．3 生根诱导及移栽 

切下苗高为 2．0 C1TI_左右的健壮小苗接人含有 

4种不同浓度的 IBA生根培养基中，约 10 d后开始 

有根的发生，30 d后观察统计生根情况，结果见表 

3。不同浓度的IBA诱导生根的效果有差异，0．2～ 

1．0 mg／L的 IBA的诱导率均高达 100％，但 0．2 

mg／IBA诱导产生的根形态正常，平均根数和长度 

值最大(图版I一3)，移栽成活率可达 90％以上(图 

版I一4)。低浓度 IBA诱导的根较细弱，高浓度 

IBA易诱导产生肥大畸形的肉质根。 

3 讨 论 

植物组织培养成功与否跟植物激素使用配比密 

切相关，不同种类的外源激素对外植体的诱导与分 

化作,N~N E31。本研究表明，6一BA、NAA的适宜 

配比诱导令箭荷花的愈伤组织和芽分化的效果较 

好，筛选出了适合令箭荷花植株再生的最佳激素浓 

伤组织表面陆续分化出丛生芽，35 d后调查丛芽分 度配比：6一BA 2 mg／L+NAA 0．2 mg／L适合愈伤 

化情况和芽诱导率(结果见表2)。由表 2可见，不 组织的诱导，6一BAlmg／L+NAA0．1mg／L适合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嫩茎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n calli induction of hormone combinations 

*：小写字母示 5％水平上诱导率差异显著性。 

：The letters not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inductivity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表2 不同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分化出丛生芽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hormone combinations on inducting rcxsette 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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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浓度的 IBA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图 版 I 

1，带芽点的愈伤组织；2，丛生芽；3，诱导生根；4，移栽成活的试管苗。 

Plate I 

1，Callus with buds；2，Clump shcots；3，Induced r(xX；4．Plants trax~splanted successfully 

诱导丛生芽、IBA 0．2 togA．有利于根的分化，这与 

前人研究仙人掌科的某些植物植株再生所使用的外 

源激素基本一致l3I6j，未见有关仙人掌科的令箭荷 

花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的研究报道。 

本研究表明：当 6一BA：NAA为 10：1时，诱导 

愈伤组织的效果最佳，当 6一BA：NAA比值低于 10 

：l时，诱导率下降，高于 10：l时，愈伤组织虽然分 

裂比较旺盛，但质地较差不利于芽的分化。未见前 

人关于诱导仙人掌类植物愈伤组织的最佳激素配比 

的报道。林宝刚等l7 J研究报道食用仙人掌诱导芽 

和丛生芽的继代培养的最佳激素配比是 6一BA： 

NAA为 10：1，与本研究结果一致。6一BA与 NAA 

的比例在 10：1时，芽诱导的率最高，且长势良好，比 

例偏高或偏低时，诱导率会降低，幼苗为弱苗。 

不同浓度的IBA诱导生根中，表现出 IBA的浓 

度过低时，根的诱导率较低，IBA的浓度过高时，根 

诱导率电会降低，并诱导产生肥大畸形的肉质根，移 

栽不易成活，诱导生根的最佳 IBA浓度为 0．2 rag／ 

L。徐炯志等_8 J报道组培诱导食用仙人掌生根的最 

佳 IBA浓度是2．0 rag／l_．，本研究结果与他人的研究 

结果差异较大，可能原因在于研究材料的器官和基 

因型不同。其他植物生长调节剂(NAA、IAA)诱导 

令箭荷花组培生根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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