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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牡丹的组织培养 

敖晓凤。，董衍奎。，孙颖达。 

(i．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牡丹江 157011；2．牡丹江师范学院) 

摘 要：采用 MS培养基，对宫廷牡丹进行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的探讨，研究分析外植体叶片的分 

化率 ，从中找出适合于该品系的诱导和分化培养基。 

关键词：宫廷牡丹；组织培养；培养基 

宫廷牡丹是秋海棠的一个园艺变种 ，属秋海棠科， 

秋海棠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本属种类繁多 ，加之园艺 

杂交种和变种，琳琅满 目。据美国园艺学家拉森 1980 

年统计全世界有 1000种以上。秋海棠多数种类兼具 

观叶和观花的艺术效果。用来点缀厅、堂、廊、架成布 

置庭院均极相宜。其中以观花为主的则有号称秋海棠 

之冠的球根海棠。所谓球根，乃是肉质块茎，这是园艺 

杂交种 ，其花大，色艳观赏价值很高。花大如茶花，直 

径可达 20cm，兼有月季、茶花、牡丹等特色，故各地有 

不同雅号，宫廷牡丹由此得名[1]。 

1 材料 与方法 

1．1 植物名称 ：宫廷牡丹 

1．2 材料类 别 ：叶片 

1．3 培植条件 

1．3．1 诱导愈伤组织与不定芽培养基(mg／L) 

A1：MS+6一BA1+ NAA 0．1 

A2：MS+6-BA2+ NAA 0．1 

A3：MS+6-BA3+ NAA 0．1 

A4：MS+ 6一BA4+NAA 0．1 

B1：MS+ 6-BA1+ NAA 0．2 

B2：MS+6-BA2+ NAA 0．2 

B3：MS+ 6-BA3+ NAA 0．2 

t34：MS+6-BA4+ NAA 0．2 

1．3．2 生根培养基 

C1：1／2MS+NAA 0．1 

C2：1／2MS+NAA 0．2 

上述培养基加入蔗糖 30g／L，琼脂条 1O L，pH5．8。 

光照强度 1500～2000 lx。光照时数 14h／d，培养温度 

25士2℃[z-s]。 

1．4 生长与分化情况 

1．4．1 无菌材料的获得：将宫廷牡丹的幼嫩叶片先 

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用 75 酒精中浸泡 30s，置于 0．2％ 

氯化汞溶液中消毒 5min，取出后用无菌水反复冲洗 5 

次，并用消毒滤纸吸取表面水分。将叶片切成 0．5cm 

×0．5cm的小块，分别接种到 1．3．1的 A1、A2、A3、 

A4、B1、B2、B3、B4中，将培养瓶放入培养室中暗培养 

7d，再给予光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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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丛生芽的诱导与增殖培养 ：接种一周后 ，叶片 

周围开始膨大，逐渐形成愈伤组织，3周后逐渐从愈伤 

组织上出现淡绿的小突起。4周后小突起连成片，此 

时再转接与 1．3．1的全部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过 

两周之后，芽原基分化许多大小不一、密集成丛的不定 

芽 ，丛生芽再经过两周的培养长成 2cm高。 

1．4．3 生根培养：将长到 2cm高的幼苗切下，转接到 

1．3．2生根培养基中，3周后在幼苗基部长出 3～5条 

不定根，当不定根长到 2～3cm长时，把培养瓶盖打开， 

进行室内环境适应性炼苗。 

1．4．4 移栽：将培养瓶打开瓶盖，通风炼苗 3～4d，取 

出幼苗用清水洗去培养基附着物，移栽于江沙或腐殖 

土中。移栽后上覆塑料薄膜，温度保持 18～2O℃，湿 

度保持土壤湿度的6O 。弱光下使其适应 1～2周 ，便 

可逐渐茁 壮生长 ，9O 以上苗可成活。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的分化与增 殖 

在无菌条件下完成接种，经过一周暗培养后，外植 

体周围开始膨大出现愈伤组织。在此过程中观察到， 

外植体接触到培养基表面成活率较高，外植体插入培 

养基越深外植体容易发生褐变，成活率较低。经过 5 

周的培养后其结果如表 1。 

表 1 宫廷牡丹培养 5周后情况 

由表 1可以看出 A4、B4培养基上的外植体周围 

形成大量疏松的愈伤组织，且形成的苗弱小，说明此类 

培养基不适合宫廷牡丹的芽诱导。A1、B1培养基上丛 

生芽生长缓慢，A2、A3、B2、B3四种培养基生长情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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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蛙血糖及组织谷一丙转氨酶的研究 

朴忠万，金建丽 ，杨春文，金志民 

(牡丹江师范学院生物系，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 要：采用C,OD-PAP方法及分光光度计法分别对 q-国林蛙血糖及组织谷一丙转氨酶进行 了测定：中 

国林蛙的血糖含量为 43．02mg／dl；林蛙心脏、肝脏、肾脏三种组织中谷一丙转氨酶(GPT)的活性单位分别 

为 ：2．667mg／g(组织鲜重)、28．28mg／g(~织鲜重)、12．81mg／g(组织鲜重)。 

关键词：林蛙 ；血糖 ；谷一 丙转氨酶 

中国林蛙(Rana chensinensis)属两栖纲(Amphib— 

ia)，无尾 目(Anura)，蛙科 (Ranidea)，蛙属 (Rana)。 

是我国东北特产珍贵的野生动物。是食、药两用 的珍 

贵蛙种。目前国内对林蛙的研究很 多，如《动物学杂 

志》“中国林蛙蝌蚪对碳 酸盐碱度适应性”(杨 富亿 ， 

2004)；《水利渔业》“长白山区中国林蛙养殖技术”(杨 

富亿等 1999)；《浙江医学》“谷一丙转氨酶测定标 准化 

的探讨”(周文竹，1988)等。但对林蛙的血糖和谷一丙 

转氨酶的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为林蛙的深入研究提 

供基础生理生化指标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及测试样品 

血糖试剂盒：北京中生生物工程技术公司生产。 

酶试剂：葡萄糖氧化酶(GOD)>13u／ml，过氧化物 

酶(POD)>0．9u／ml。 

磷酸缓冲液：磷酸盐 1lmmol／L，酚 100mmol／L，4一 

氨基安替比林 0．77lmmol／L。 

使用时将 90ml磷酸缓冲液与 10ml酶试剂混匀即 

可，此混匀的溶液为工作液。每一试剂盒装两瓶磷酸 

缓 冲液和两瓶酶制剂 。 

测谷一丙转氨酶试 剂：缓 pH一 7．4磷 酸盐冲液； 

lmol NaOH；标准丙酮酸贮存液 ；标准丙酮酸应用液； 

GPT基质液；2，4一二硝基苯肼溶液等。 

以上所用药品均为国产分析纯。 

血清制备 ：自林蛙颈部血管取血 ，静止 30min后， 

在高速冷冻离心机内以4℃，4000r／min离心 15min，取 

血清，4℃贮存待测。 

组织匀浆制备 ：将林蛙心脏，肝脏，肾脏取出各取 

出0．5g，剪碎放入研钵中，研钵放在加冰的冰水中，防 

止研磨过程中酶失活，加磷酸盐缓冲液 lm研磨均匀， 

再加 9ml磷酸缓冲液 ，以 2000r／min离心 10min，吸取 

上清液 lml与 14ml磷酸盐缓冲液混匀，制成谷丙转氨 

酶待测液。 

1．2 仪 器 

722N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 ，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恒温水浴锅， 

H．H．S 21．6；微量移液枪 L—100，L-IO。 

1．3 方 法 

好 。由此可见宫廷牡丹在 6一BA 2～3mg／L、NAA 0．1 
t 0．2mg／L条件下，有利于诱导与增殖。 

根据表 1的结果，选择 A2 A3 B2 B3四种培养基进行 

分化率的测定，经过四周培养后测定其分化率见表2。 

表 2 宫廷牡丹分化率测定 

2．2 根的诱导情况 

在无菌条件下将无根苗接种与 C1、C2培养基上， 

经过 3周后长出辐射状白色不定根，在 2种培养基中 

生根情况均良好，每株生根 3～4条。3周后伸长至 2 

～ 3cm，生根率 100 ，由此可见 1／2MS+NA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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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g／L适合宫廷牡丹的生根培养。 

3 意义与进展 

宫廷牡丹是一种十分美丽的温室盆栽花卉，多年 

生球根，品种繁多、硕大鲜艳的花朵，形似牡丹美丽诱 

人，有的叶片清新雅致，艳丽迷人、有的叶形与色彩奇 

特，有的全年繁华不断。秋海棠多数种类兼具观叶和 

观花的艺术效果，用来点缀厅、堂、廊、架成布置庭院均 

极适宜。利用组织培养的方法快速繁殖宫廷牡丹，在 

短时期内获得大量种苗，成本低 ，产量高，对增加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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