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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荣莉茎段离体培养再生植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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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双色茉莉茎段为外植体，探讨外植体取材季节和部位、基本培养基种类、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滑陛炭 

等对茎段器官发生和植株再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4月和 1O月取材最好，其诱导率分别达到了92．78~／~ 84％， 

污染率最低；I／2MS+0．0I mg／LNAA+3．0mg／LBA+2．0mg／LKT培养基最适合不定芽的诱导分化，不定芽分化 

率达到了88．34％；在继代增殖培养中，继代次数最好在6代以内，否则增殖率下降，MS+0．5 merlE IBA+3．0 mg／L 

BA+0．2嘲舌性炭培养基最适合不定芽的增殖 (5．92)和大于 2 cm芽的分化 (47．16％)。不定芽可在 1／2MS培养 

基中有效伸长，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1．0mg／LIBA+0．2mg／LBA，生根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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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Vitro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Brunfelsia latifolia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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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 WaS made on effect of stem collection seaSon and part，baSic medium，regulator combinations an d activated carbon on in vitro plant 

regeneration of Brunfelsia f扣lia．The result showed that shoot induction rate could reach 92 78％and 84％respectively with the lowest pollution 

rate by the stems collected for explan t in April an d October．1／2MS+O．01mg／L NAA +3．0mg／L BA+2．0mg／L KT WaS the optimum medium for 

adventitious bud induction，topping 88．34％ of differentiation ratio．The optimum medium for bud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as MS+0．5mg／L 

IBA+3．0mg／L BA+0_2％ +0l2％ activated carbon an d subculture gener~ion Was six．Adventitious buds could effectively grow in I／2M S medium． 

Rooting rate topped 100％with 1／2MS+lmeCL IBA+0．2mg／C BA． 

Key words：Brunfelsia latifolia；stem；culture in vitro；plant regenermion 

双色茉莉又名鸳鸯茉莉 (Brunfelsialatifolia)，属茄科 (Solanaceae)鸳鸯茉莉属 (Brunfelsia)，原产美洲 

热带，目前我国广泛栽培。常绿灌木，株高 l m左右。叶互生，全缘，叶柄短，叶片矩圆形，先端圆形。花单 

生或数朵聚生，初开时蓝紫色，渐变为淡蓝色至白色。花冠筒细长，花冠平展成高盆状，花期 4—1O月。性喜 

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要求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喜肥，不耐涝，不耐强光[】l2】。 

双色茉莉的常规繁殖可以采用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但由于其只开花不结实或结实很少，这限制了双色茉 

莉的有性繁殖及其发展规模。故双色茉莉在生产上多采用一般扦插和高空压条繁殖方法，不但操作程序繁琐， 

成本高且繁殖系数小，生根率仅有 8．9％，且生根所需时间长，扦插苗长势差，成苗率低，致使这一珍贵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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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大量发展 引。为了迅速发展这种色香俱全的珍贵花卉，采用组织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以四川农业大学林木遗传实验室苗圃的2～3年生盆栽双色茉莉实生苗为材料。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方法和培养条件 将茎段用消洗灵漂洗5 min，经流水冲洗 1．5 h，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酒 

精表面消毒 10 S，0．I％HgC12浸泡 10 min，用无菌水冲洗 4～5次，剪成2 cm左右长的茎段接种于预先准备好 

的培养基中。pH值 5．8，培养温度为25℃±2~C，每天光照 12 h，光强2 000 lx。 

1．2．2 外植体的选择 分别在4月 15日、6月 15日、7月 15日、8月 15日、10月 15日取材。接种于MS附加 

BA2．0 mg／L、NAA 0 05 mg／L、糖30 g，L、琼脂 7．0 g／L的培养基上诱导不定芽，每试管接 1个茎段，共接50管。 

1．2．3 初代培养 将灭菌后长度2 crll的茎段，置于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培养。以 1／2MS(MS大量元素减半 ) 

为基本培养基，将不同浓度NAA、BA和 KT组合后，加入基本培养基中进行不定芽诱导，每个处理接种 10瓶， 

每瓶接种3个，重复 3次。观察分化情况，统计分化率。 

从茎基部切下，转接至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诱导。基本培养基为 1／2MS、糖 30 L，琼脂 7 g／L，将不同浓度 

BA、NAA和 IBA组合后，加入基本培养基中进行不定芽诱导。每处理接种 6瓶，每瓶接种 5个，重复3次。 

45 d后，统计各处理的生根率、平均根数，测量各处理的平均根长。 

1．2．6 试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采用SPSS for windows 10．0统计软件对试验观察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污染率、 

诱导率、分化率、生根率、平均根数、平均根长、增值系数和大于 2 cm芽数分化率分别按下式计算： 

污染率 ：污染数／接种总数×100％ 

诱导率 ：未污染外植体启动数／未污染外植体总数×1 00％ 

分化率 =未污染外植体分化数／未污染外植体总数×1 00％ 

生根率 =未污染生根株数／未污染诱导培养株数×1 00％ ‘ 

平均根数 =未污染生根总数／未污染生根株数×1 00％ 

平均根长 =未污染生根单苗根总长／未污染生根单苗总根数×1 00％ 

增值系数 =35d时芽总数／换瓶时总芽数 

大于2 cm芽数分化率 =大于 2 cm芽总数／35d时芽总数 X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季节对双色荣莉茎段不定芽诱导和污染的影响 (图1) 

季节的变化对外植体再生的影响很大，由图 1可以看出，双色茉莉在4月和 1O月取材都能达到较高的诱导 

率，最高可达 92．78~,4，并且污染率也较低；6月、7月和 8月的诱导率低于70％，但污染率较高，尤其是 7月 

其污染率最高达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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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激素组合对双色荣莉茎段不定芽分化的 

影响 (表 2、表 3) 

从表 2、表 3可以看出，不同激素不同浓度对 

不定芽分化率影响差异较大，其中处理 l0的不定芽 

的分化率最高，为 90．24％，处理 I4的不定芽的分 

化率其次，为88．34％，两种处理的芽诱导分化率仅 

相差 1．9％，表明两种细胞分裂素BA和 KT，以BA 

对双色茉莉的不定芽分化作用大，KT仅起辅助作 

用，此结果与潭文澄多年的研究结果一致[4】。方差 

分析也表明BA、NAA对不定芽的分化率有显著性 

影响，而 KT对不定芽的分化率无显著性差异。因 

此，在本试验的 16个处理中，以 1／2MS+0．01 mg／L 

NAA+3．0 mg／L BA+2．0 mg／L KT或 1／2MS+0．01 

mg／L NAA+2．0 mg／L BA为最佳处理。 

2．3 双色荣莉不定芽在不同处理培养基上的继代 

增殖效果 (表 4、表 5) 

2-3．1 不同培养基、激素浓度与活性炭对双色茉莉 

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继代增殖培养是木本植物 

组织培养的最关键环节，芽的增殖是建立试管无性 

系的基本物质基础，但芽的增殖还要伴随芽的分化， 

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有效苗繁殖成苗。从表 4、表 5 

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于芽的增殖诱导还是对于大于 

2 cm芽的分化，BA和IBA的效应都是显著的，以 

3．0 mg／L BA、0．5 mg／L IBA的效果最好；就芽的增 

殖诱导而言，培养基之间，差异显著，但活性炭之 

间差异不显著，而对于大于2 cm芽分化反之。在 9 

个处理中，增殖系数最高的为处理6，增殖系数6．43， 

但大于2 cm芽分化率低，为30．43％，处理2增殖 

系数次之，为 5．92，但大于 2 cm芽分化率高，为 

47．16％，因此，既有利于芽的增殖诱导，又能提高 

大于2cm芽的分化的培养基为处理 2。 

O4．15 O6．1 5 O7-1 5 08一t 5 10—1 5 

取材时间／月一日 

圈诱导率 口污染率 

图 l 取材季节对外植体不定芽诱导率和污染率的影响 
Figure I Effect of stem collectionseason on adventitions bud induction 

rate and contamination rate ofB ／at lia 

表 2 不同浓度 NAA、BA和 KT对双色茉莉茎段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NAA、BA and KT concentration on the adventitions bud 

induction from ／at~／／a stem 

表3 不同浓度 NAA、BA和 KT对双色茉莉茎段不定芽分化率的方差分析 

Table 3 Variance an alysis ofNAA、 BA and KT concentrations 

on adventitions bud induction from B／atifolm stem 

2．3．2 双色茉莉不定芽的继代代数对增殖系数的影响 继代增殖周期为35 d，观察发现 (图2)，最初继代时， 

生长缓漫，分化丛生芽较少，继代 2代后，增殖率提高，当继代到第6代时，增殖率开始下降。这可能是由于 

表 4 不同培养基、激素浓度与活性炭对双色茉莉不定芽增殖生长的影响 
Table 4 E仃ect of different medium，regulators and activated carbon on adventitious bud oroliferation ofB．1at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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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不适应继代初期较多的细胞分裂素，导致其生长缓慢， 

分化丛生芽较少；在第2代时，已适应了现有的组培环境条 

件，而使增殖率提高；到第6代时，由于继代过程中有害物 

质的过多积累，导致增殖率的下降。 

2．4 不同激素配比对双色茉莉茎芽生根的诱导效果 (表 6) 3 

由表 6可以看出，处理 1无任何激素，处理 5仅使用0．2 2 

mg／L BA，根的诱导效果均为零；其它处理都有 IBA和NAA 1 

参与，其中含有 0．2 mg／L BA的处理6、7、8培养基从生根 0 

率、平均根数、平均根长及芽苗生长发育状况来看，都比不 2 j 4 5 6 

含细胞分裂素 BA的处理 2、3、4培养基好，说明单一生长 址 叭。坝 

素虽可诱导出根，但是分化率不高，当与低浓度的BA配合 图2继 次警 色等 不定芽 殖的影响 
使用时，更有利于根的分化诱导；比较 NAA和 IBA对根的 the adventitious bud proliferation ofB．1atifolta 

分化诱导发现，IBA比 NAA的效果好，NAA虽能促进根的生长，生根率也高，但形成的根往往短而细，不正 

常，并常在茎基部形成愈伤组织，植株生长缓慢，叶片微黄色。总体而言，双色茉莉生根诱导的最适宜的培养 

基组合为处理 6即 I／2MS+1．0 mg／L IBA+0．2 mg／L BA。 

表6 不同激素配比对双色茉莉根分化诱导与植株生长的影响 
Table．6 Effect ofdifferent reaulators On root induction and plant~,rowth ofB l n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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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取材时间对组培苗的成败影响很大。尤其是木本植物的组织培养，更需要考虑外植体的来源，包括不同的 

个体，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以及在母株上的着生部位[ 。双色茉莉组织培养外植体选取的试验证明在4月和 10月 

取材芽的分化率最好，分析其原因可能是4月和 1 0月为春梢和秋梢萌发与旺盛生长期，生理活性强，所以不定 

芽诱导率高，同时芽鳞随春俏 秋梢伸长脱落，外植体表面带菌少，故而污染率低；6月、7月和 8月双色茉莉 

不定芽诱导率不高，可能是植物体内出现生长抑制剂或植物生长素、赤霉素和细胞分裂素等调节物质含量减少 

而致，污染率高可能是外植体表面在生长季节中尘埃累积所致。 

许多研究表明活性炭能明显促进根的伸长生长f6， 。但也有报道认为在增殖阶段活性炭可明显促新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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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伸长 ，并对植物的生长、器官发生和胚状体发育等有促进作用，如：常春藤 (Caulis hederae sinensis)、兰 

花 (Cymbidium)、棕捌 (Trachycarpusfortunei)和唐菖蒲 (Gladiolus hybridus)等 钔。本试验研究表明，活性 

炭对大于2 cm芽分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增殖系数的大小作用不明显，其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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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技术开发、生产经验、风景园林、专利介绍、信息快递、种苗商情等。 

本刊适合于从事林业科研、技术开发、生产经营、行政管理等各类人员阅读参考，同时对林业院校的师生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本刊目前为双月刊，大 16K，128页，公开发行，刊号CN32．1160／S，邮局发行代号28．103，单价：10元栅 ， 

全年 60元，逢单月25日出版。 

本刊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