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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焊菜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研究 

孙立业，张 卓，全俊龙，佟少明，姜长阳 
(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 16029) 

摘要：以野生变异焊菜根上部的生长点为外植体，以附加不同浓度的 BA、IAA、NAA、2，4一D、 

GA的MS、1／2 MS或1／3 MS为培养基，进行了芽伸长生长培养、芽分化培养和试管苗生根培养 

研究。结果表明：1／2 MS+IAA 0．2 mg／L是促进变异焊菜培养芽伸长生长的理想培养基，MS+ 

BA 0．5 mg／L+NAA 0．1 mg／L+GA 0．5 mg／L是变异焊菜芽分化培养的理想培养基，1／3 MS+ 

IAA 0．5 mg／L是变异焊菜试管苗生根培养的理想培养基；变异焊菜试管苗移植后，有利的变异 

性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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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and Asexuality Establishment 

of Variation of Rorippa indica(L。)Hiem 

SUN Li—ye，ZHANG Zhuo，QUAN Jun—long，TONG Shao—ming，JIANG Chang—ya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Liaoning Normal uIliversity，Dalian 1 16029，China) 

Abstract：Corms of saffron crocus(Crocus sativus)were used as explants and cultured in the dark on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BA，IAA，NAA，2，4-D or G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potimum medium to promote 

bud growth ，bud regeneration and root regeneration was 1／2 MS supplemented with IAA 0．2 mg／L；MS containing 

BA 0．5 mg／L，NAA 0．1 mg／L and GA 0．5 mg／L， 1／3 MS containing IAA 0．5 mg／L，The transferred cormlets 

could remain the advantageous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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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菜 [Rorippa indica(L )Hiem]属十字花 

科焊菜属 1 a生草本野生植物 ]，全草人药，其嫩 

茎叶可炒食或烧汤。辽宁南部地区的湿地或水边， 

发现极少数耐寒且植物体的地上部和地下部均比非 

变异的植株大 3倍左右的自然变异植株。由于分离 

作用种子种植后有利变异性状无法保持。利用分株 

方法进行人工繁殖，无法满足人们的栽种需要。虽 

然 目前已有十字花科植物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 

报道 引，但迄今未见焊菜属植物组织培养与无 

性系建立的报道。为此，对具有有利变异性状的焊 

菜进行了组织培养及无性系建立的研究，以期获得 

具有有利变异性状的种苗，满足人们的需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变异焊菜。 

1．2 方法 

1．2．1 灭菌处理 将刚开始萌发的变异焊菜采回 

后除掉根的下部，把具有较多生长点的上部放到 

250 mL的磨 口广 口瓶 中，用 自来水 振荡 洗 涤 

20 min左右，再用0．05％安利洗涤剂振荡洗涤2～ 

3 min，用自来水漂洗至泡沫消失时转移到超净工 

作台上，加 75％酒精灭菌 l0—20 S，迅速倒人无菌 

水，洗涤 3次，加 0．05％ HgC1 溶液振荡灭菌 

1 min，再加入等体积无菌水，使 HgC1 灭菌液的 

浓度变为0．025％，继续振荡灭菌 13 min，接着用 

无菌水振荡洗涤5次。获得无菌材料。 

1．2．2 培养条件 以MS、1／2 MS或 1／3 MS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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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BA、IAA、NAA、2，4一 

D和 GA。其中，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时加蔗糖 

3O g／L，以1／2 MS为基本培养基时加蔗糖 15 g／L， 

以 1／3 MS为基本培养基时加蔗糖 1O g／L。培养基 

胨力强度 180 g／cm ，pH值 5．8～6。培养温度 

25℃，光照强度2500Lx，光照时间 12h／d。 

1．2．3 试验方法 

1．2．3．1 不同培养基对嫩芽生长的影响。在超净 

工作台上，用解剖刀将根上部刚开始或即将开始萌 

发的芽挖下来后，分别接种到附加 NAA0．2 mg／L 

和IAA 0．2 mg／L的 1／2 MS培养基上。每处理接种 

外植体1O个。在无光照条件下进行无菌芽的生长 

培养。观察芽的生长情况；40 d时统计生长芽数 

量，计算芽生长率。 

将培养生长的芽剪成具有 1个侧芽的茎段，接 

种到相同培养基上，在培养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 

继代培养。统计每代培养所需时间。连续培养 

3代，第一代接种了40个侧芽，第二代与第三代 

各接种了100个侧芽。观察培养芽的长势。 

1．2．3．2 不同激素对芽分化培养的影响。将上述 

条件下培养的芽，剪成具有顶芽或1～2个侧芽的 

茎段，接种 到附加不 同浓 度的 BA (0．0、0．5、 

1．0、1．5 和 2．0 mg／L)、IAA (0．0、0．1 和 

0．5mg／L)和 NAA (0．0、0．1和 0．5mg／L)的 

MS+GA0．5 mg／L培养基上。每处理接种外植体 

40个，4次重复。光照条件下进行芽分化培养。观 

察芽的分化情况；40 d时统计分化芽数量，计算分 

化率。 

把分化丛生芽剪成具有顶芽或 1～2个腋芽的 

茎段，接种到相同培养基上进行分化继代培养。连 

续继代培养 1O代，观察分化芽分化率、单芽分化 

数和长势。每次试验接种 100个材料，4次重复。 

1．2．3．3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将上述分化 

丛生芽剪成具有顶芽或1～2个腋芽、高 1．5 cm左 

右的茎段，接种到附加不同浓度 NAA (0．5、1．0 

和 1．5 mg／L)、IAA (0．5、1．0和 1．5 mg／L)和 

2，4一D (O．5、1．0和 1．5 mg／L)的 1／3 MS培养基 

上进行生根培养。每处理接种外植体 4O个，4次 

重复。观察芽生根情况；30 d时统计生根株数和每 

株生根数量，计算生根率。 

把生根率和生根数量最多的试管苗剪成长 

1．5 cm、具有 1～2个顶芽或侧芽的茎段，接种到 

相同的培养基上进行生根继代培养。在继代培养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统计每代培养所需时间和计算繁 

殖系数。连续生根继代培养 12代，观察生根试管 

苗的长势和计算繁殖系数。每次试验接种 5O个外 

植体，4次重复。 

1．2．3．4 不同移栽和扦插基质对试管苗生长的影 

响。试验材料为 1／3 MS+IAA 0．5 mg／L培养基上 

继代培养的生根试管苗，试验基质为河沙、炉灰 

渣、肥沃园土、1／2河沙 +1／2肥沃园土和 1／2炉 

灰渣 +1／2肥沃园土5种。其中，移栽试验是将试 

管苗移栽到5种基质上，在温度 2O～27℃、湿度 

90％以上、没有直射光的条件下进行培养；扦插试 

验是将试管苗剪成长 1．5 cm左右、具有 1～2个生 

长点的茎段，下部剪 口在 50mg／L的 NAA溶液中 

处理3 min后扦插到5种基质上。每组处理5O个苗 

试管。4次重复，观察试管苗的生长情况；30d统 

计成活数量，计算成活率。 

将移栽和扦插成活的变异焊菜试管苗，于七八 

月小批量移植到河流旁的潮湿地，翌年4月中旬观 

察越冬和生长情况。将培养的变异焊菜作为野菜食 

用，比较与非变异焊菜的口感差异。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嫩芽生长的影响 

观察发现，培养 20 d左右时，1／2 MS+IAA 

0．2 mg／L培养基上接种的材料开始萌发或生长。 

培养40 d时，接种在 1／2 MS+NAA 0．2 mg／L培养 

基上的材料仍不能生长，并出现了褐化现象；而接 

种在 1／2 MS+IAA 0．2 mg／L培养基上的材料长势 

较好，生长率达到了 100％ (表 1)。观察还发现， 

接种于 1／2 MS+IAA 0．2 mg／L培养基上的每个芽 

均能长成具有 4～5个芽 (1个顶芽和 3～4个侧 

芽)、高3～4 cm的黄色芽。继代培养结果显示， 

35 d培养 1代，连续培养 3代，培养芽的长势保持 

不变。这表明 1／2 MS+IAA 0．2mg／L是促进变异 

焊菜培养芽伸长生长的理想培养基。 

2．2 不同激素对芽分化培养的影响 

观察发现，培养到 20 d左右时芽开始分化。 

培 养 到 40 d时，接 种 在 BA 0．5 mg／L+NAA 

0．1 mg／L培养基上的材料，分化率高达 97．5％， 

单芽分化的芽数达到了6．6个 (表 2)，且分化芽 

可生长形成高3～4 cm、长势较好的丛生芽。分化 

继代培养结果显示，连续继代培养 1O代，分化芽 

的分化率、单芽分化数和长势基本保持不变。这表 

明 MS +BA 0．5 mg／L+N．AA 0．1 mg／L +GA 

0．5 mg／L是变异焊菜分化培养的理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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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培养基对芽生长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n bud gr0wth of different medium 

表2 不同激素对芽分化培养的影响 
Tabk 2 Infl uence on bud regeneration 

0f different Hormone 

+++表示长势好，++表示长势较好，+表示长势一般。 

2．3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观察发现，培养 10 d左右时，有的培养基上 

能够形成可见根原基。培养 30 d时，材料接种在 

附加的 2，4．D培养基上不能诱导生根，在 附加 

NAA的培养基上也难以诱导生根；而在所有附加 

IAA的培养基上均可诱导生根。尤其是附加 IAA 

0．5 mg／L的培养基上，此时材料诱导生根率高达 

100％，生根数量多达7．4条／株 (表 3)，试管苗 

高5～6 em且长势非常旺盛。将该培养基上培养的 

试管苗进行生根继代培养，结果显示，在继代培养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5 d可培养 1代生长非常旺盛 

的试管苗，每一代的繁殖系数为 3．1；连续生根继 

代培养12代，生根试管苗的长势和繁殖系数保持 

不变。表明 1／3 MS+IAA 0．5 mg／L是变异焊菜试 

管苗生根培养的理想培养基。 

2．4 不同移栽和扦插基质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显示，以炉灰渣为移栽和扦插基质， 

成活率高 (分别为 93％和 89％)，且成活苗生长 

旺盛；移栽苗与扦插苗长势一致，根系均非常发 

达。这表明炉灰渣是变异焊菜试管苗移栽和扦插的 

理想基质。 

表3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n root regeneration 

of different medium 

潮湿地移植结果显示，不论是移栽成活还是扦 

插成活的变异焊菜试管苗，均可正常越冬，而且生 

长非常旺盛。这种培养的变异焊菜作为野菜食用， 

其口感与非变异的焊菜无差异。 

3 讨论 

该研究以变异焊菜为材料，建立其无性系，不 

仅为焊菜的快速繁殖奠定了技术基础，而且还证明 

焊菜的野生有利变异植株通过人工的方法可以使其 

种质得到保存。 

把移栽和扦插成活的变异焊菜试管苗，于七八 

月份小批量移植到河流旁的潮湿地，翌年春天观察 

发现，移植的试管苗不仅可以正常越冬，而且生长 

非常旺盛，食用时口感与非变异的焊菜无差异。这 

说明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建立起变异焊菜无性系， 

完全能保持变异焊菜的有利变异性状。 

采用芽分化继代培养的方法进行繁殖，40 d的 

繁殖系数为 6．6，按照这个速度进行人工繁殖，每 

年可繁殖出约 6．6’个试管苗；采用生根继代培养 

的方法进行繁殖，25 d的繁殖系数为 3．1，按照这 

个速度进行人工繁殖，每年可繁殖出约 3．1H个试 

管苗。说明不论采用哪种方法进行培养繁殖，每年 

都能繁殖出大量的试管苗，达到人们对变异焊菜种 

苗大量需要的目的。尽管采用芽分化继代培养的方 

法繁殖速度要比采用生根继代的方法快得多，但在 

生产上应采用生根继代的方法进行繁殖。这是因为 

(下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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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从中选择适合郑州城市的行道树种。 

3．2 切实加强行道树种的引种工作 

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观赏价值高的行道树树 

种，并通过试种一选择一推广的程序以丰富树种， 

但要反对盲目引种。 

3．3 提高现有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水平。增强树势， 

延长树木寿命 

加强现有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水平，对行道树进 

行科学管理，如浇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 

要根据不同树种和树势因地制宜进行，以提高养护 

管理水平，增强树势，提高观赏价值，延长树木寿 

命，保持城市街道绿化景观的长期稳定。 

3．4 加强行道树的苗木培育 

近几年全国各地大搞绿化，各地农村绿化苗木 

面积大幅增加 ，可供选择的行道树种的品种和规格 

越来越多。但现在的苗圃，培育树种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因此搞好行道树的规划，加强技术指导，促 

使行道树培育工作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5 重新建立与郑州市建设配套的大型苗圃 

选择市郊良好地块，建立市级苗圃，归属园林 

局直接管理，以便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有 目的和 

有目标地针对郑州市培养行道树，主要是培养乡土 

树种，适当引进常绿树种。 

3．6 郑州市区行道树树种推荐 

根据目前郑州市城市行道树的现状和各种树种 

特性，推荐郑州市可用的行道树种为： (1)落叶 

阔叶类 ：法桐、国槐、毛白杨、垂柳、馒头柳、白 

(上接第 l6页) 

采用芽分化继代培养的方法所繁殖的试管苗生长较 

弱，无效苗较多；而采用生根继代的方法所繁殖的 

试管苗，不仅几乎没有无效苗，而且所繁殖的试管 

苗生长非常旺盛，移栽和扦插都容易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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