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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字 兰 种 字 离 体 培 荠 昀 研 究 

邓 小 敏 ，雷 家 军 ，薛 晟 岩 

(1．沈阳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1；2．沈阳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花卉所，辽宁 沈阳110016) 

摘 要：试验对君子兰品种‘油匠’、‘胜利’、‘和尚’的种子离体培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直 

接从果实中剥离而采用70 酒精 l0 s+0．1 升汞8 min的消毒效果最好，污染率仅 5．68 。基 

因型对种子组织培养的影响较大，‘油匠’的种子较易于诱导出愈伤组织，诱导率可达72．97 。 

‘胜利’的种子最适诱导培养基为MS+2，4-D 2 mg／L+BA 2 mg／L，其诱导率为 52．94 ，最适分 

化培养基为MS+NAA l mg／L+BA l mg／L，分化率达72．22 。君子兰种子在培养基上诱导产 

生愈伤组织并能大量分化成苗，对君子兰组培工厂化生产有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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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兰为石蒜科君子兰属(Clivia)多年生草本植 

物，原产于南非，后经德国和日本传人中国。主要包括 

大花君子兰(C miniata)、细叶君子兰(C gardenii)、有 

茎君子兰(C caulescens)、奇异君子兰(C mirabilis)、垂 

笑君子兰(C nobilis)和大君子兰(C robusta)6大类，其 

中大花君子兰和垂笑君子兰在我国较为常见。君子兰 

株形端正，叶片左右对称，叶色翠绿，四季常青，花大而 

色艳且花期长，果球形红色且挂果期长，叶、花、果均具 

很高的观赏价值[】]。 

君子兰主要采用种子和分株繁殖。种子播种虽然 

可以大量繁殖，但后代变异较大；分株繁殖虽然后代性 

状与母本一致，但繁殖系数太低，难以满足生产的需求。 

目前，组织培养技术已成为花卉繁殖的一条重要途 

径[2 ]。为了加快君子兰的繁殖，国内外 已将茎、叶、花 

瓣、花丝、根等器官作外植体进行了离体繁殖研究[4- ]，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种子组织培养过程中，发现种子 

在培养基上不仅能像在播种基质中一样萌发，而且能通 

过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分化成苗，能大大提高繁殖系数， 

试验对此研究结果进行了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君子兰 3个品种为‘油匠’、‘胜利’、‘和尚’，为 4 a生 

植株，温室盆栽，正常管理。 

1．2 试验方法 

1．2．1 种子消毒与接种 2006年 3月采摘果实，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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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下冲洗 10 rnin，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剥离出种子。 

种子消毒设 3种处理，I：0．1 升汞 8 n1in；II：70 酒精 

5 s+0．1 升汞 8 n1in；III：70 酒精 i0 S+0．1 升汞 

8 rnin。消毒期间不停振荡，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6遍。 

接种 i0 d后调查种子的污染情况。为与之对比，另外接 

种了2005年 l2月采收的种子，方法是采收果实、收集种 

子后，种子在自然条件下暴露在空气中保存 3个月，种 

子再经流水冲洗 10 min、用 70 9，5酒精 l0 s+0．1 9，6升汞 

8 rain消毒、无菌水冲洗5～6遍后接种。将品种‘胜利’ 

的种子接种在有 NAA l～2 mg／L、2，4-D l～2 mg／L和 

BAl～2mg／L 4种激素浓度配比组合的培养基中，比较 

激素及其浓度对诱导和再生的影响。将‘油匠’、‘胜利’、 

‘和尚’的种子接种到 MS+2，4一D l me．／L+BA l mg／L 

培养基中，比较不同基因型对种子离体培养的影响。 

1．2．2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不同浓度的NAA、2，4-D和BA，蔗糖 30 L，琼脂4 L， 

pH为5．8。培养温度为(25±1)℃，每天光照 12 h，光照 

强度 2 000Ix。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取种方法和消毒方法对种子接种污染的影响 

不同取种方法对君子兰品种‘油匠’种子消毒效果 

明显不同(表 1)。可以看出，先前采种并暴露于空气中 

的种子消毒效果不好，污染率高，而直接在超净工作台 

上剥离果实中的种子消毒效果好，接种污染率仅5．68 。 

从表 2可以看出，用 0．1 9，6升汞+70 酒精的消毒 

效果好于没有附加70％酒精的消毒效果，而附加70 酒 

精消毒30 s(污染率 5．68 )消毒效果稍好于 l0 s(污染 

率 8．78 )。但附加70％酒精时君子兰种子萌发率略有 

降低。采用0．1 升汞 8 n1in+70 酒精 30 S的消毒方 

法其萌发率(72．73oA)稍低于不附加 709，6酒精 30 S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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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率(81．55 )。因此，君子兰种子的最佳消毒方法为： 

采用直接采自果实的种子，用 0．1 升汞 1O IIlin+7O 

酒精 10 s进行消毒。 

表 1 不同取种方法对种子接种污染的影响 

表 2 不同消毒方法对种子接种污染及萌发的影响 

2．2 不同激素浓度及配比对种子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 

的影响 

将种子接种于不同浓度 NAA、BA、2，4一D的4种培 

养基上(表 3)，50 d后在芽以下部位脱分化，出现淡黄色 

愈伤组织(图1)，继续在原来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3O～ 

50 d后愈伤组织出现绿色突起，培养20~30 d可形成再 

生苗(图2)。在 4种培养基上种子的诱导分化效果不 

同，在MS+2，4一D2 rng／L+BA2mg／L的培养基上外植 

体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54．05 )，而在 MS+NAA 

1 rng／L+BA 1 mg／L的培养基上分化率最高(72．22 )。 

2，4-D和BA组合有利于愈伤组织的形成，但却不利于 

分化成苗，而 NAA和BA的组合适合君子兰分化成苗， 

且低浓度更有利。 

■ 墨  
图1 君子兰种子离体培养 图2 君子兰种子离体培养产生 

诱导产生愈伤组织 的愈伤组织分化成苗． 

表 3 不同激素浓度及配比对‘油匠’愈伤组织 

， 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培养基 接种 产生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分化 分化率 

／fng·L一1 种子数 的种子数 诱导率／ 成茁的种子数 ／％ 

M S十 NAA 1十 A 1 37 l5 4B．65 13 7Z．ZZ 

MS+NAA 2+BA 2 4O： lS 37．S0 10 66．67 

Ms+2．4．bl+队 1 34 18 52： 11 8l_11 

MS+2，4一D 2+队 2 37 20 s4：05 9 4S．00 

2．3 基因型对种子组织培养的影响 

将‘油 匠’ ‘胜 利’、‘和 尚 ’的种子接种 在 MS + 

2，4一D 1 rag／L+BA 1 mg／L的培养基上，观察不同基因 

型对种子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及愈伤组织再分化 

的影响(表 4)。结果表明，品种‘油匠’的愈伤组织诱导 

率最高达到 72．97 ，与‘胜利’、‘和尚’2个品种的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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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诱导率有明显差异，而‘胜利’、‘和尚’2个品种的愈 

伤组织诱导率相差不大。3个品种的愈伤组织的分化率 

较为接近。 

表 4 君子兰不同品种对种子愈伤组织诱导 

及分化的影响 

3 讨论 

暴露于空气中的种子由于污染严重，接种时很难将 

其彻底消毒干净，而采用直接从果实中剥离出的种子通 

过消毒处理后，其污染率很低，只有 5．68 。因此，在采 

用种子接种时最好直接从种子中获取种子。此外，君子 

兰种子消毒中不宜用 7O 酒精消毒过长时间，否则会影 

响其萌发率。 

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过程中，茎尖是最常采用的外 

植体，但是君子兰的茎为短缩茎，不仅取材难度很大，难 

以彻底将其消毒，并且接种后褐化严重，此外，君子兰 

1株植株只有 1个茎尖，对植株的取材直接导致其死亡。 

虽然有人采用君子兰的花瓣、花丝、子房等为外植体获 

得过再生苗，但愈伤组织诱导率和分化率均较低 川。 

试验采用君子兰的种子进行组织培养，较其他外植体有 

利于诱导愈伤组织。‘胜利’和‘和尚’的种子离体培养 

过程中还发现有的直接形成丛生芽，其增殖率较高。 

外源激素对愈伤组织诱导起重要作用。试验中采 

用 NAA、BA、2，4-D 3种激素组合，发现 MS +2，4-D 

1 rng／L+BA 1 mg／L较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而MS + 

NAA1-v／L+BA 1 mg／L较利于愈伤组织分化成苗。 

不同基因型对种子组织培养有一定影响，‘油匠’较‘胜 

利’和‘和尚’更易于诱导出愈伤组织并分化成苗。但在 

分化成苗过程中，观察到愈伤组织褐化较严重，影响其 

分化成苗，从而影响了君子兰实现快速繁殖的目标。因 

此，要实现君子兰的快速繁殖还要解决好褐化问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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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D和 6-BA对菊芋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李 成 伟，姚 晓 惠，陈 新 兵 

(商丘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 河南，商丘476000) 

摘 要：菊芋是一种十分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菊科植物，试验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附 

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菊芋的块茎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培养研究，结果表 

明：浓度为0．05 nag／L的6-BA的诱导效果最差；6-BA 0．05 mg／L和2，4一D 0．05 mg／L组合有利 

于愈伤组织的诱导；浓度为0．05 mu／L的2，4一D最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关键词：菊芋；愈伤组织；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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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芋(Helianthus tuberosus Lirm)属菊科，向日葵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菊芋原产于北美，经欧洲传人中国， 

在中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分布极广[1]。菊芋适应性 

强，耐贫瘠、耐寒、耐旱，种植简易，一次播种多次收获，产 

量极高。其生产成本低，产品用途广，具有很高的经济 

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菊芋可食部分一般为块 

茎，呈纺锤型或不规则瘤型，皮有红色、黄色和白色，质 

地细致、脆嫩，味甜适口，还含有氨基酸、维生素等，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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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腌制成酱菜或制成洋姜脯则更具独特风味，是制 

作绿色食品的上乘原料。其中菊糖含量极高，菊糖水解 

后的果糖，用于医药及制作果糖、糕点等，还是制造淀粉 

和酒精的工业原料。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深加工精 

制而成的菊芋粉、低聚果糖和超高果糖浆，是当今保健 

食品的全新多功能配料，具有增殖体内双岐杆菌和抗癌 

作用[2]。另外，菊芋产茎叶量高，是优良的家畜饲料；由 

于其根系特别发达，又是很好的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 

植物；夏、秋季节植株顶部遍开盘状黄花，形如菊，并有 

美化宅舍作用[3]。因此，充分开发利用这一自然资源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试验以菊芋的块茎作为外植体，进行 

菊芋愈伤组织的诱导，旨在为菊芋的再生体系的建立和 

综合开发利用提供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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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Seeds in Clivia Miniata Regei 

DENGXiao-rnin'．LEI Jia-junI．XUE Sheng-yanz 

(1．College of Horticulture．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Lioaning 110161．China；2．Institute of Flower．Shenyang Acade— 

my of Landscape Sciences．Shenyang．Lioaning 110161．China) 

Abstract：The seeds of Clivia minim  Regei CVS‘YouJiang’，‘Sheng Li’，‘He Shang’were used to culture in vitro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eds collected from the fruit directly were disinfected with 70 alcohol 10 sec plus 

O．1 HgClz 8 min was the best，with the rate of pollution 5．68 ．Seed culture in vitro was to some extent impacted by 

genotypes．which was relatively easy to induce callus in‘You Jiang’with the rate of induction 72．97 ．The optimal in— 

duction medium for seed culture in vitro in‘Sheng Li’was MS+2．4一D 2 mg／L+ BA 2 mg／L，with the rate of induction 

52．94 ，and the optima l differentiation medium was MS+ NAA1 mg／L+BA1 mg／L，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 

72．22 ．It is great significant for rnicropropagation of kafirlily because the seeds in the medium could be induced callus 

and differentiated a large number of plantlets． 

Key words：C／ivi miniata Regei；Seeds；Tissue culture 

20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