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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槐植株再生技术研究 

袁秀云，张仙云，马杰，桑慧敏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技术研究所，河南郑州45oo44) 

摘要 『目的1筛选国槐组织培养的最佳培养基，建立国槐植株再生体系。『方法】将灭过茵的国槐种子分别接种到 4种无菌苗诱导培 

养基上，待苗长出2~4片真叶时，将叶、下胚轴、子叶分别接种于4种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然后将子叶产生的愈伤组织分别接种 
在 2种芽分化培养基中，再将继代培养获得的有效苟转入生根培养基，对国槐种子进行无菌苟萌发和植株再生的研究。『结果1培养 

基的激素配比对种子萌发的影响不大；6一BA能促进愈伤组织的产生；最适宜的胚状体诱导培养基为MS+2．0mg／L 6-BA+0．2mg／L 

NAA+o．5 mg／L KT；芽诱导培养基 MS+6—1．0 mg／L BA+O，1 mg／I|NAA；生根培养基为 1，2 MS+0．3 mg／L NAA，活性炭不利于国槐的生根 

培养。r结论1种子的萌发率与国槐的种子质量有关，与培养基的种类关系不大。子叶最适合诱导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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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ssue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Technology of Sophorajaponica 

YUAN Xiu-yun et al (Institute of BiologY Technology，Zhengzhou Teacher's College，Zhengzhou，Henan 450044) 

Abstract 【Objective】The study aimed to screen out the optimum media for the tissue culture of Sophora japonica and set up its plant 

regeneration system．【Method】The sterilized S．japonica seeds were inoculated resp，on 4 kinds of induction media for inducing asepsis seedling， 

till the seedlings grew out 2~4 leaves，the leaves，hypocotyl and cotyledon were inoculated resp．on 4 kinds of induction media for inducing callus， 

then the callus grown out from cotyledon were inoculated resp，on 2 kinds of bud differentiation media，finally the effective seedlings obtained 

through subculture were transplanted into rooting media SO as to study the asepsis seedlings germination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S，japonica 

seeds．【Result】The hormone matching of media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seed germination．6-BA could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callus，The most 

suitable induction media Was MS+2．0 mg／L 6-BA+O．2 mg／L NAA+O．5 mg／L KT for somatic embryo．and MS+6—1．0 mg／L BA+O．1 mg／L NAA for 

bud．The rooting media was 1／2 MS+O．3 mg／L NAA．Active carbon went against the rooting culture of japonica． 【Conclusion]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relates to seed quality of S．japonica and has little correlation with the kinds of media．Cotyledon was most suitable for inducing 

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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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槐(Sophora aponica L．)是蝶形花科(Papilionoideae) 

槐~(Sophora)植物，别名家槐、中国槐。国槐经济价值高，是 

我国北方城市广泛应用的行道树和庭荫树，也是目前嫁接 

龙爪槐、金枝槐等观赏品种的唯一砧木树种，应用前景十分 

广阔。但国槐容易受槐蚜、朱砂叶螨、槐尺娥、锈色粒肩天牛 

等病虫危害，常用的防治方法是人工防治和化学药剂防治， 

但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易造成环境污染。因此 ，利 

用生物工程技术培养抗虫国槐是很必要的。利用生物技术 

研究抗虫国槐的前提是国槐的组织培养和植物再生体系的 

建立，而目前关于国槐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的研究还未见 

报道，为此，笔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05年 11月采集郑州市大学路行道树国槐的 

种子。 

1．2 方法 

1．2．1 材料处理。将采到的国槐果实泡软将种子剥出，用流 

水冲洗种子数小时，备用。 

1．2．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所有培养基均加入蔗糖 3．0％， 

琼脂 7．5％。培养基类型见表 1，pH值 5．8～6．0，培养温度 

(25±2)℃，光照度 2 000 Ix，每天光照 12 h。 

1．2．3 无菌苗诱导。将洗干净的种子在超净工作台上，用无 

菌水漂洗2～3次，用浓度75．0％酒精浸泡30 s，用无菌水漂 

洗 2～3次，再用浓度 0．1％升汞灭菌 10 min，用无菌水漂洗 

2～3次。然后将灭过菌的种子分别播入 1、2、3和 4号培养 

基上进行培养。 

1．2．4 愈伤分化诱导。待苗长出 2～4片真叶时，分别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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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培养基的类型介绍 

下胚轴、子叶分别切割接种于5、6、7和 8号培养基上。 

1．2．5 芽的诱导。将子叶产生的愈伤组织切割分别接种在 

9、10号培养基中进行培养进行培养。 

1．2．6 生根培养。将继代培养获得的长 2 cm以上的有效苗 

在超净工作台上无菌操作，切割下来转入 1 1、12号生根培 

养基上培养，30 d后统计生根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无菌苗诱导的影响 国槐种子在 4种 

培养基上均能萌发，萌发率均超过 40％，培养 30 d苗高 3～ 

6 cm，植株较壮，颜色青绿(表 2)。通过观察分析可知，不萌 

发的种子往往较小，干瘪，将其剖开，发现胚的发育不良，子 

叶很小，经过 30 d的培养，子叶并未展开，因此推测国槐在 

不同培养基上的萌发状况与种子的质量有关，而与培养基 

关系不大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萌发的影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5卷35期 袁秀云等 国槐植株再生技术研究 

2．2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器官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在 7、8 和 KT均能促进胚状体的产生。 

号培养基上，国槐的子叶在 7 d时开始出现愈伤组织，在 22 表4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愈伤组织胚状体诱导率的影响 

d时，有 75％以上出现愈伤组织，愈伤组织致密，色绿；而叶 荠戛———凄嗣 —— 耳甄 —— 羁 一 

和下胚轴在 15 d时出现愈伤组织，但愈伤组织疏松，色黄， 

30d时黄白色或死亡。在 5、6号培养基上，各种器官出现愈 7号 6 48 8．0 

伤组织较晚，子叶、下胚轴和叶的愈伤组织与前二者相同 三—————— —————— —————— ～  

(表 3)。由此可知，就器官而言，子叶最适合诱导愈伤组织， 2．4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幼苗生长的影响 将国槐高约 1．0 

叶和下胚轴均不适合；就激素配比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cm的诱导芽移入 9、10号培养基上进行培养，在 9号培养 

来说，6-BA能促进愈伤组织的产生，KT对愈伤组织的诱导 基上芽生长较快，35 d时形成高约4．5 cm的无根苗，50 d时 

影响不及6-BA。 苗高约 6．0 cm；而在 l0号培养基上的芽生长缓慢，35 d时 

表3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器官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约 1．5 cm。j塞说明6-BA 1．0 mg／L+NAA 0．1 mg／L的配比较适 

荞夏_；需 —————— 陬诱 零 ————一  合国槐芽的生长，而 6-BA和 NAA含量高时反而不利于芽 

—子Ⅱ十— 翌 夏伤蕴甄耍 啊聩 酉 的生长；9、10号培养基均不诱导生根。 
叶 

织20’d 蓦曼 ? 30’较d爵 麓日织没有生长 ． ’同 将国槐无根苗分别 叶 出现愈伤组织，色绿， 时愈伤组织没有生长 2．5 小同培乔墨灯国槐生根阴影峒 将国傀尢根曲分别 
。  下胚轴 宴凭 瘿磐： ， 曼 鲁 接种在 、 号培养基上， 时观察发现两种培养基均n

,

L 
d 11 12 30 d 

6号 J l 10 d有 50％出现愈伤组织 ，22 d有 75％出现愈伤组 一 ～ 、 ⋯  一一 ’ 一 ⋯ ⋯ ⋯ ～ ⋯ 一 
织，愈伤组织直径约1．0 ，较密，色绿 能促使国槐无根幼苗生根，生根率分别为60％和33％，活性 

妯  窖 时愈 鲁 炭对生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表5)。d 30 d 下胚轴7出现愈伤组织
，疏松，色黄， 愈伤组织黄白色 ” ”、 。 

7号 子叶 ； 组 ： 出现愈伤组织，愈伤 表5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生根的影响1 5 组织直径约
． cm ，较密，色绿 砜 个I口J 。彳F茎 固俩。土1促 影 

叶 15 d出现愈伤组织，色绿，30 d时愈伤组织没有生长 磊骂 —— ———至 甄 r———至 军 一  
下胚轴 7 d出现愈伤组织 ，疏松，色黄，30 d时愈伤组织黄门 111__—————10———————_l_l ——————— 厂—～  

色 12号 12 4 33 
8号 子叶 7 d出现愈伤组织，22 d有 100％出现愈伤组织，愈伤 _二二。_ —————二二———————— ————————二。二——～  

组织直径约 1．5 cm，致密，色绿 ， 壮 、̂ 4、̂ 
叶 15 d出现愈伤组织，色绿，30 d时愈伤组织没有生长 W_5--'~ 川W_5 

下胚轴 7 d出现愈伤组织，疏松，色黄，30 d时愈伤组织黄白 该试验结果表明，种子的萌发率与国槐的种子质量有 
— — — — — — 星—————————————————一  关，而与培养基的种类关系不大。一般而言．在适宜的条件 

2．3 不同培养基对国槐愈伤组织继代培养及胚状体芽诱 下，国槐种子通过水培就能发芽，在培养基条件下，各种激 

导的影响 由于下胚轴的愈伤组织疏松 ，色黄，在 30 d时 素可能起到促进种子萌发的作用；子叶最适宜产生愈伤组 

愈伤组织死亡；叶的愈伤组织诱导比较慢，且生长缓慢，所 织，而叶、下胚轴不适合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MS+6-BA 2．0 

以在愈伤诱导 30 d时将从子叶获得的愈伤组织分别接种 mg／L+NAA 0．2 mg／L的激素配比较适合对国槐子叶进行愈 

在 5、6、7、8号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及胚状体诱导，在各 伤组织的诱导，加 0．5 mg／L的 KT效果更好；活性炭对防止 

种培养基上，培养 28 d时愈伤组织均出现胚状体，胚状体 植株褐变具有一定作用I1]，但在该试验中活性炭不利于国槐 

的诱导率分别为4．0％、4．4％、8．0％、8．3％，7、8号培养基上 幼苗的生根。 

的胚状体稍多，且36 d时有些胚状体已经长出小芽(表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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