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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景天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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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为大叶红景天叶片为外植体，研究了影响愈伤诱导、芽诱导、生根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八宝 

景天叶片切块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为hIs+6一BA2 meCL+NAA1．0 meCL，诱导率达 93．3％；附加2 meCL 6 

一 BA+0．1 meCL NAA的hIs培养基有利于芽的分化和增殖，每个外植体分化形成的再生小植株数可达到22．4 

个；在 I／2MS+IBM．0 meCL的培养基中100％生根，且根系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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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景天(S m spectab／／e 6D揪 )是一种具有较高 

经济价值与开发前景的观赏植物，以扦插繁殖为主⋯， 

其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以八宝景天叶片为外 

植体，对影响八宝景天愈伤组织诱导、芽诱导及生根条 

件进行了探讨，为八宝景天的快速繁殖提供依据，对此 

种植物大面积推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05年 2月取 自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八宝景 

天两年生苗移栽于吉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 

标本园中，3月芽体开始萌动，5月取小苗顶端幼嫩 

叶片为供试材料． 

1．2 试验方法 

(1)材料清毒处理．将八宝景天叶片剪下，在流 

水下冲洗 1 h，在无菌工作台上，用体积分数为70％ 

的酒精浸泡30 S，质量分数为0．1％的升汞溶液浸泡 

20 rmn，无菌水冲洗5次． 

(2)愈伤组织诱导．用消毒滤纸吸干消毒后叶片 

表面水分，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植物 

生长调节剂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培养，每处理 10瓶， 

每瓶接6个外植体，接种第30天，统计实验结果． 

(3)不定芽诱导与增殖．将绿色颗粒状愈伤组织 

切成 0．3 cnl×0．5 cnl的小块转接到附加不同浓度 

生长调节剂的 MS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诱导，每处 

理 10瓶，每瓶接6个外植体．待诱导出的不定芽长 

至2～3 cm，切下接人增殖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接种 

后 40天统计实验结果． 

(4)生根培养．将增殖培养所得的 2 cm以上的 

健壮苗切割下来，转人添加不同浓度的 IBA生根培 

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基本培养基选用 1／2 MS． 

(5)培养条件 ．以上培养基 pH值均为 5．8，琼脂 

7 L，蔗糖 25 L，在 1．2 kg／cm2压力下灭菌20min． 

接种后置于培养温度22 4-2℃，光照强度为 1 000～ 

1 500 lx，每天光照8 h的GXZ~160型智能光照培养 

箱(北京北方科仪)中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的培养基对愈伤组 

织诱导的影响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激素组合的培养基对八宝 

景天愈伤组织诱导率有明显影响．八宝景天叶片切 

块接种在含有 6一BA和 NAA的 MS培养基后，1周 

后整体膨大，2～3周后从叶片外植体产生大量疏松 

浅黄色或淡绿色愈伤组织．由表 1可见，愈伤组织诱 

导率与6一BA浓度关系十分密切，在6一BA的浓度 

达到2．0 mg·L一以前，愈伤组织诱导率随着 BA 

浓度的增加而上升，此后，浓度继续增加则愈伤组织 

诱导率有所下降．在 BA的浓度为2．0 mg·L 的 

三个处理中，以培养基MS+6--BA2．0 mg·L (单位 

下同)+NAA1．0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达到93． 

3％，且愈伤组织生长旺盛．在 MS+6_-B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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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0和MS+6BA0．5+NAA1．0培养基诱导产生的 

愈伤组织生长十分缓慢 ，形成的愈伤组织逐渐褐化． 

综上所述，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对八宝景天叶片 

外植体的愈伤组织率有十分明显的影响，添加 6一- 

BA2．0和 NAA1．0的 MS对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最 

为有效． 

表 l 培养基对诱导八宝景天愈伤组织的影响 

2．2 不同植物激素组合的培养基对愈伤出芽率的 

影响 

当愈伤组织长至大约 1 cm时转入到不同的芽 

分化培养基上进行芽诱导，两周内愈伤组织体积显 

著增大，4 5周后形成丛生不定芽．由表 2可见， 

6一BA对出芽率的影响十分关键，在 6一BA的浓度 

达到 2．0哗 ·L 以前，出芽率随着 6一-BA浓度的增 

加而上升，此后，浓度继续增加则愈伤组织诱导率有 

所下降．在 BA的浓度为 2．0 mg·L 的三个处理 

中，出芽率均达到 100％，从平均每个外植体出芽数 

来看，以6一-BA2．0+NAA0．1的组合最佳，该种组合 

平均每个外植体出芽数达到 22．4个，远高于其它处 

理，其芽体生长十分旺盛 ．因此，附加 2．0 mg／L 6一- 

BA和0．1 mg／L NAA的Ms培养基作为八宝景天诱 

芽培养基是较为适宜的． 

表 2 八宝景天愈伤组织在不同培养基的出芽率 

2．3 继代培养 

将培养中带愈伤组织的丛芽分割接种到 MS+ 

6一-BA2+NAA0．1上，芽开始增殖，每60 70d继代 

1次，增殖4 6倍．分生的芽逐渐形成独立小植株， 

部分长出幼根，但极细弱． 

2．4 生根培养及移栽 

继代培养可获得大量的增殖苗，将一部分增殖 

苗转入 IBA分别为0、0．2、1．0和5．0 n1g·L 的1／2 

MS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由表 3可见，IBA 

浓度与试管苗的生根率、平均每个植株根的数目及 

平均根长度关系密切．在培养基 112 MS+IBA1．0中 

20 d左右试管苗 100％生根，平均每个植株根的条 

数可达到7．2条，平均根长度达到 3．9 cm，远高于 

其它处理对应指标．生根苗40 d后转入MS培养基 

中壮苗，30 d后幼苗根系发达，植株健壮．出瓶前先 

打开瓶盖，在实验室散射光下炼苗2—3 d．移栽前， 

先将幼苗根部的琼脂用清水洗净，然后移入塑料杯 

中，上部用塑料薄膜遮荫保湿，5 d后除掉薄膜，15 d 

后成活率达 95％，一个月后苗高度可达到 8—10 

Cm ． 

表3 不同吲哚丁酸浓度对诱导八宝景天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3 讨论 

激素是植物组织培养器官分化的关键因素，形 

成器官的类型由培养基中不同激素的相对浓度控 

制，而不是这些物质的绝对浓度决定的【2“】．李春娟 

等在花生胚小叶外植体的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时发 

现， BA／№ 比值与愈伤组织诱导，芽再生数量 

及速度关系密切，发芽势强的花生品种宜用低 BA／ 

NAA比值的MS培养基，发芽势弱的品种则宜用高 

BMNAA比值MS培养基-5】．黄远新等对魔芋组织培 

养的研究结果表明，6一-BA／N从 浓度 比，而 NAA浓 

度应维持在0．5 mg／L水平上，在此前提下，比值低 

则利于愈伤组织诱导与生长，比值高则利于不定芽 

分化与生长根-6J．在本研究中，以八宝景天叶片为外 

植体，全面研究其愈伤诱导形成的适宜条件．在愈伤 

组织诱导方面，以附加 2 mg／L 6一-BA和 1．0 mg／L 

NAA的MS为愈伤诱导培养基，6一-BA与NAA比值 

为2，愈伤组织诱导容易，愈伤诱导率可达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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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芽的诱导与增殖方面，以附加 2 mg／L 6一BA +0． 

1 L NAA的 为芽的分化和增殖培养基，6-_BA 

的浓度最佳值仍然为2，但NAA浓度降低，此时6-_ 

BA与 NAA比值为2o，可促进芽的大量形成．因此， 

6一BA与 NAA比值较低时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比值较高时则有利于芽的分化，实验结果与前人的 

结果是一致的．本研究的结果为八宝景天的快速繁 

殖及离体保存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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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Sedum spectabile Boreau 

ZHANG Xiao-yan ，CHENG Yun-qing 

(1．School 0f Environment Engineering，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China； 

2．School 0fLife Sciences。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China) 

Abstract：The main factors ofcallus induction，callus differentiation and rooting of sedum spectabile boreau were stud— 

ied by using leaf as explants．111e results showed山at山e best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from leaf~ ents was MS 

with 2珏lg，L 6一BA and 1．0 n1g／L NAA，and the callus induction ratio reached to 93．3％． e _5 medium supple— 

mented wi山 2mg／L 6一BA and 0．1mg／L NAA was favorable for山e differentiation an d proliferation of buds，and山e 

average regeneration planflets per explants Was 22．4．AU 山e regeneration plan tlets could root exuberantly after trans— 

ferred to I／2MS+113A1．0 mg／L． 

Key words：R hodiola sachalinensis A．Bor；tissue culture；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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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ufacture of a Binder from KM nO4 and starch 

伽 Lin 

(Jilin A culh Engineering Polytechnic College，Siping 136000，China) 

Abstract：The starch Was oxidized by using 压Il as oxidizing agent and sulfuric acid as catalyst，a powder type 

KMnO~oxidized starch adhesive with fast acing and cross—linking agent．It effectively enchances the~ying speed and 

solves it instability problem． 

Key words：oxidizing starch；adhesive； 压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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