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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阴玫瑰组织培养褐变控制研究 

卢绪娟，招雪睛，邵大伟，赵兰勇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泰安 271018) 

摘要：以5个代表性的平阴玫瑰品种为试材，对不同芽位外植体的褐变度以及不同的褐变抑制剂的抗褐变效果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平阴玫瑰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不同芽位的外植体在组培中褐变发生情况不同，但5个品种各芽位的平均褐变度 

均呈单峰型变化，且峰值均在第4芽；1．5g／L的活性碳(Ac)是初代培养和生根培养的最佳褐变抑制剂，0．2g／L的抗坏血酸(Vc) 

是增殖培养的最佳褐变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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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 Rosa rugosa Thunb．是蔷薇科蔷薇属落叶灌木，具有 

广泛的用途。作为“中国传统玫瑰代表”的平阴玫瑰 ，以其色 

艳、花大、香气浓郁而驰名中外。传统繁殖方式已不能满足 

市场的需要，而组培容易发生褐变 ，又严重制约着快繁的速 

度。鉴于此因，本文对其组织培养的褐变问题进行了探讨 ， 

以期为平阴玫瑰微体快繁和工厂化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山东农业大学花卉试验站的平阴玫瑰代表性品种为 

试验材料，品种有：‘紫枝玫瑰 ’、‘紫霞点翠’、‘锦绣江山’、 

‘重瓣玫瑰’、‘唐紫’。试材培养条件：培养基MS+BA1．0mg／ 

L+NAA0．1mglL，pH为 5．5，温度(24±1)℃，光照 12h／d，光照 

强度 30001x，培养周期 30d。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不同芽位的外植体褐变度测定 

试验材料按照常规方法消毒。从第一枚展开的幼嫩复 

叶开始，将枝条由上到下依次分为第 1芽、第 2芽、第 3芽 、第 

4芽、第 5芽和第 6芽，将 5个玫瑰品种的外植体按照不用芽 

位分别接种在上述培养基中，每品种接种 30瓶，每瓶接种外 

植体 3个 ，重复 3次。30d统计各外植体的平均褐变度。 

1．2．2 褐变控制试验 

以Ac、PVP、Vc和PA为抗褐变添加物，外植体为混合芽 

位的茎段，30d统计平均褐变度、平均分化芽数和平均芽长。 

每处理接种 30瓶，每个品种接一个外植体于同一瓶 中，重复 

3次 。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不同芽位的外植体的褐变变化 

由图 1可知：平阴玫瑰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不同芽位的 

外植体在组培过程中褐变发生情况不同，但从第 1芽至第 6 

芽各品种的平均褐变度均呈单峰型变化，峰值在第4芽处。 

各品种第 1芽的平均褐变度在同品种各芽位间均最高，随着 

收稿 日期 ：20ar7—01—28 

*通讯作者 

· 34 · 

芽位的增加平均褐变度均急剧下降，在第4芽处平均褐变度 

均达最低值 ，随着芽位 的继续增加平均褐变度又呈 上升趋 

势，因此在平阴玫瑰组培中可利用褐变度的这一变化规律合 

理的选取外植体，以达到降低褐变死亡率，提高组培成活率 

的目的。试验中所选用的玫瑰 品种均是平阴玫瑰的代表性 

品种，但不同品种的组培褐变度却不同。多酚氧化酶作用于 

多酚是导致外植体褐变的根本原因，不 同植物材料或相同植 

物材料的不同部位其多酚氧化酶和多酚的含量不同，导致了 

组培材料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不同芽位的外植体褐变度不 

同 ]。 

2．2 褐变抑制物质对外植体褐变的影响 

褐变抑制物质的不同浓度、不同种类对外植体褐变度、 

分化数、芽长的影响情况如表 1所示。 

l 2 3 4 5 6 

芽位 

图 1 不同品种、不同芽位的外植体对褐变的影响 

与对照相比，本试验的各种抑制剂对褐变都有显著的效 

果，Ac的3个处理及0 2 L Vc控制褐变效果较好，1 5g／L Ac 

在所有处理中抗褐变效果最佳。试验中观察到，加入 Vc的 

各处理在培养时间长于 30d时，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抗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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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褐变抑制物质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注：Dunman显著性检验，不同字母表示在0．0l水平下差异显著。 

变效果逐渐降低，这是因为 Vc对褐变的抑制作用是消耗性 

的，它参与到醌类物质的还原反应中，在此过程中 Vc逐渐被 

氧化 J，因此在组织培养中若用 Vc做褐变抑制剂则应适当 

的缩短转按时间。PVP和PA对褐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 

效果次于Ac和vc。综合分析表 1可以看出：褐变抑制物质 

虽对褐变有显著的抑制效果但当其用量超过某一阀值后，褐 

变却均呈加重趋势，因而在组织培养中需合理添加褐变抑制 

剂才能真正达到控制褐变的目的。 

与对照相比，Ac的各处理对分化均起到抑制作用，且在 

所有处理中抑制作用最明显，因此认为 Ac不适于增殖培养， 

Ac是非选择性吸附剂 ，它除了能从培养基中吸附酚类物质 

外，还会吸附激素、无机盐等对植物生长有益的物质，所以会 

对外植体的分化起到不良的影响 J，但添加 Ac的各处理 中 

试管苗的长势均比对照强，平均芽长远大于对照，且试管苗 

叶色油绿，光泽好，因而可用于试管苗的壮苗生根培养。PA 

对分化的抑制作用次于 Ac，对芽长有极显著的抑制作用 ，PA 

对金属离子具有鳌合作用，配制培养基的过程中观察到随着 

PA浓度的升高，培养基中的沉淀物急剧增多，添加 PA后，培 

养基中的许多营养物质被鳌合沉淀，从而使试管苗生长和分 

化受到抑制，而试验中所设置的 vc的各处理对分化和芽长 

均无明显影响。PvP是酚类物质的专一吸附剂，所有处理对 

分化和芽长均无明显的影响。 

3 结论 

综合考虑平均褐变度、平均分化芽数和平均芽长3个因 

素，在平阴玫瑰组织培养中，初代接种外置体应选取第4芽。 

1．5g／L的Ac是优良的初代培养褐变抑制剂，因其对分化有 
一 定的影响，因而不适于平阴玫瑰试管苗的增殖培养，但添 

加 Ac的各处理起到了壮苗和控制褐变的作用，因而可用于 

平阴玫瑰试管苗的生根培养。0．2g／L的 Vc对褐变有较好的 

抑制作用 ，且对试管苗的分化和芽长无明显的影响，是平阴 

玫瑰试管苗增殖培养的最佳褐变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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