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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立芦荟叶片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防褐化的研究 

李桂荣，赵润洲，梁玉陈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系，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以木立芦荟叶片作外植体，培养于附加6一BA 2．0 ms／L+2，4-D 0．6 ms／L的Ms培养基上。添加不同浓度的活性炭及维生 

素 C附加物成分。研究木立芦荟在叶片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各种附加物成分对防止褐化的影响。结果表 明：活性炭和维生素 C 

均可有效防止褐化。2．0 s／L的活性炭或0．2 s／L的维生素C能不同程度的减轻褐化，效果最好，活性炭和维生素C配合使用时，以 

2．0 s／L活性炭与0．1 s／L维生素C配合使用时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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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rowning control of leaf callus inducement 

in tissue culture of Aloe arborescens M iU． 

LI Gui—rang，ZHAO Run—zhou，HANG Yu—cheng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Hen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enan Xinxiang 453003，China) 

Abstract：Leaf ofAloe arboreacens Mil1．was cultured on MS+6-BA 2．0 ms／L+2，4-D 0．5 ms／L．Their effect was studied when we appen· 

d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active carbon and Ve to the medium．Th 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ctive c~'bon and Ve all could effectively pre— 

vent AloeⅡr60rescem Mil1．from browning．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active carbon was 2．0 g／L．0．2 g／L Vc was optima1．The optimal con— 

centration of active carbon together with Ve was 2．0 s／L，and the Ve was 0．1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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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立芦荟(Aloe arborescens Mil1．)又名 日本芦 

荟、树芦荟 ，为百合科(Liliaceae)芦荟属(Aloe)多年 

生肉质常绿草本植物，原产于非洲东南和阿拉伯半 

岛等热带地区，是一种集药用、观赏、美容保健于一 

身的植物  ̈]。木立芦荟的繁殖一般采用扦插和分 

株方法，但繁殖速度较慢，而且容易积累病菌，影响 

生长，甚至造成退化。现阶段主要通过试管繁殖途 

径达到复壮、快繁的目的 -6]。但是在木立芦荟的 

组织培养过程中，经常发生外植体的褐化现象。它 

是由于组织中的酚类物质经氧化后产生棕褐色的醌 

类物质造成的。这类物质可抑制细胞中其他酶的活 

性，影响细胞的正常代谢，严重时可导致组织的死 

亡。外植体的褐化是植物组织培养成功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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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r 。木立芦荟在叶片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总 

是存在组织褐化现象，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其分化 

和再生能力。本文利用木立芦荟的叶片作外植体， 

研究木立芦荟在叶片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不同浓 

度的活性炭和维生素 C附加物成分对防止褐化的 

影响作用，以期为今后木立芦荟叶片愈伤组织诱导 

过程中防止褐化的产生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盆栽 日本木立芦荟(Aloe arborezcen~ 

Mil1．)，在新乡市花卉市场购买。 

1．2 方法 

1．2．1 材料处理 选取健壮芦荟叶片在自来水下 

冲洗干净，然后在无菌条件下用 75％的酒精消毒 

30 s，再置于0．1％升汞溶液中处理 1O一14 min，最 

后用无菌水冲洗 5—6次，切成约 0．5—1 cm的小 

段，接种到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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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73 79．27 ++++ 淡绿色或绿色，霜状 

0．5 23．78 76．22 ++++ 淡绿色，水渍状小颗粒 

1．0 50．80 49．20 +++ 灰白色。松软湿润 

1．5 72．67 27．33 ++ 灰褐色，松软湿润 

2．0 80．17 19．83 + 白色，雪状 

2．5 77．26 22．74 ++ 乳白色，雪状 

3．0 77．26 31．25 ++ 雪白色。雪状 

注：1)褐化颜色等级共分成4个等级：最严重为第4级，黑褐色：++++；第3级，褐色：+ + ；第2级，淡褐色：+ +；第 1级，轻度褐 
变：+。 
2)褐化率 =有褐变现象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100％。 

1．2．2 培养基 均以MS为基本培养基，其中附加 

6一BA 2．0 mg／L+2，4一D0．5 mg／L，并添加不同浓 

度水平的活性炭、维生素 C，组成各种培养基，pH调 

至5．8—6．0，蔗糖 3％，琼脂 0．7％。活性炭浓度 

设为 7个水平：0．0，0．5，1．0，1．5，2．0，2．5，3．0 

g／L。维生素 C的浓度设为 4个水平：0．0，0．05， 

0．1，0．2 g／L共 28种处理。 

1．2．3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26±2℃，以日光灯 

为光源，每天光照 lO一12 h，光照强度为 1800— 

2200 Ix。培养一个月后，分别统计未褐化外植体和 

褐化外植体的数量，并对褐化情况以及愈伤组织的 

生长情况进行观察描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的活性炭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在 0．5—2．0 g／L活性炭浓度 

范围内，随着浓度的增加，外植体未褐化的百分率逐 

渐增大。当活性炭的浓度增至2．0 g／L时，未褐化 

外植体的百分率达到最大值，达到8O．17％。然后 

随着浓度的增加，百分率却开始下降。说明在 0．5 
— 2．0 g／L的范围内，可发挥活性炭吸附特性的正 

效应，防止木立芦荟的褐化；当浓度继续增加，则出 

现负效应。说明一定浓度范围的活性炭可促使褐化 

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2．2 不同浓度的维生素 C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在培养基中加人抗氧化剂维 

生素 C，也可防止褐化，但效果不是太明显。在浓度 

为0．20 g／L时，防止效果较好，未褐化外植体的百 

分率达到26．43％，但同对照相比效果并不显著。 

随着维生素c浓度的提高，对愈伤组织的形成却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当维生素c浓度达到0．20 

g／L时，对于木立芦荟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及防止 

褐化的产生效果最佳。 

2．3 不同浓度的活性炭和维生索 C共同处理对褐 

化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活性炭与维生素 c配合使用 

在0．05—0．10 g／L浓度范围内，未褐化外植体的百 

分率随浓度增加而增大，其中2．0 g／L活性炭与0．1 

g／L维生素 c配合使用时最理想，能减少褐化的发 

生，未褐化率达到85．73％，但是两者配合使用时诱 

导愈伤组织的效果没有单个使用时效果好。 

表2 不同浓度的维生素 C对外植体褐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Vc on browning of the ex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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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褐化在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主要是 

由于外植体中的多酚氧化酶被激活，使细胞的代谢 

发生变化，酚类物质被氧化后产生呈棕褐色的醌类 

物质，它们会逐渐扩散到培养基中，抑制其他酶的活 

性，毒害培养的材料，对诱导外植体的脱分化和再分 

化产生重大影响，以至对一些植物的组织培养能否 

取得成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褐化的影响因素极其 

复杂，培养材料的种类与品种、外植体材料的生理状 

态、营养状况、生长部位等内因，以及培养基成分、添 

加激素的种类和浓度、培养条件等外因，都会影响褐 

化发生 卜引。大量资料表明在组织培养中，添加活 

性炭和一些抗氧化剂氧化剂可大大减轻醌类物质的 

毒害。 
一 般认为 。。，活性炭能吸附培养基中的有害 

物质，如琼脂中所含的杂质，培养物在培养过程中分 

泌的酚、醌类物质，以及蔗糖在高压消毒时产生的5 
一 羟甲基糠醛等。但是，我们知道活性炭的吸附作 

用是没有选择性的，在吸附褐化物质的同时，也会吸 

附培养基中的生长调节物质，而使其失去作用，因而 

对外植体的诱导分化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b学 

贤等¨̈ 研究表明，每毫克的活性炭大约能吸附 

100mg左右的生长调节物质。尤其是当较高浓度的 

活性炭与常量的生长调节物质同时使用时，活性炭 

常常抵消生长调节物质的作用。因此，我们在使用 

活性炭的时候 ，必须考虑其两面性，调整好活性炭与 

生长调节物质的用量，以使其能发挥最好的作用。 

从目前大量的组织文献 来看，活性炭的使用浓度 

多在0．02％ ～1．0％之间，尤以0．1％ ～0．5％最 

常用。从本试验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一定浓度范围 

内，活性炭可以发挥其吸附特性的正效应，即吸附对 

外植体分化发育有害的物质，防止褐化；当浓度继续 

增加则出现负效应，逐渐开始吸附对外植体分化发 

育有益的物质，防止褐化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开 

始减弱。另外，通过添加 VC可改变外植体周围的 

氧化还原电势，从而抑制酚类氧化，减轻褐变 引̈。 

通过本试验的研究，接种在MS 4-6-BA 2．0m g／L 4- 

2。4．D 0．5 m g／L培养基上诱导木立芦荟叶片愈伤 

组织的形成过程中。添加 2．0 g／L的活性炭或 0．2 

g／L的维生素c或2．0 g／L活性炭与0．1 g／L维生 

素c配合使用时均能有效防止褐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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