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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矮化大花萱草组织培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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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辽宁 大连 116013) 

摘 要：以不同时期的花蕾为外植体，研究了影响丛生芽诱导、增殖、壮苗生根的主要因素 ．结果表 

明：处于原芽期的花蕾是诱导丛生芽的最佳时期；适合诱导丛芽的培养基是Ms+BA 0．1—2．0 mg／L+ 

2．4一D 0．2—1．0 mg／L+GA 0．5 mg／L+LH 500 mg／L+3％蔗糖，适合丛生芽增殖成苗的培养基是 MS+ 

6一BA 1．0—1．5 mg／L+2．4一D0．2—0．5 mg／L+3％蔗糖，适合壮苗生根的培养基是1，4MS+IBA0．1 me,／ 

L+1％蔗糖 ．愈伤分化过程中的生理变化：可溶性糖与可溶性蛋白的含量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先增 

加再减少，然后再增加 ．叶绿素含量则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叶绿素的适量形成有利于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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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萱草 (Hemerocallis． L)又称金针 

花、忘忧草，是百合科萱草属的多年生草本花 

卉，我国南北均可种植，根状茎可在 一20℃低温 

冻土中越冬，对盐碱土壤有特别的耐性 ．欧洲矮 

化大花萱草具有植株矮、花期长等特点，可布置 

花坛、马路隔离带、疏林草坡等处 ，更适宜做地 

被植物 ．其花蕾可食用，根可人药，是极为可贵 

的植物资源L1]．本试验的特点是以不同发育时期 

的花蕾为外植体，进行丛生芽诱导、芽苗增殖及 

生根成苗的研究，为快速大量生产优质种苗提供 

技术参考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欧洲矮化大花萱草品种 (黄色和红色)由辽 

宁师范大学省重点实验室提供 ．取材时分别取 3 

个不同发育时期的花蕾，即花原基、幼小花苞和 

成熟花苞 ，用 自来水冲洗后 ，70％酒精表面消毒 

30 S，0．1％升汞消毒 7 min，接种到丛生芽培养 

基上诱导 ． 

1．2 MS培养基 

按文献[2]配制 MS培养基 ，附加琼脂 6 g／L、 

蔗糖 3O g，L，pH 5．8；1／4 MS培养基是在 MS基 

础上大量元素减为 1／4，其余元素减为 1／2，附加 

琼脂 6 g／L、蔗糖 1O g，L，pH 5．8． 

1．3 丛芽诱导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适宜浓度的 

NAA、2．4一D、6一BA、GA、乳白蛋白水解物 

(OH)[3 ]．每处理接1O瓶，每瓶接 1枚花蕾 ．将 

诱导出的丛生芽放入芽增殖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 

养，待幼苗长至 3 cm时，移人生根培养基中 ． 

1．4 方法 

选取具有分化潜力的黄色颗粒状愈伤 (I)， 

黄色愈伤上出现绿色芽点(Ⅱ)，小苗已长出的愈 

伤(Ⅲ)，按张志良等 ]实验方法提取可溶性糖、可 

溶性蛋白与叶绿素，并分别在波长 625、620、663、 

645 nIn下测定其吸收值 ． 

2 结果与分析 

2．1 花蕾发育时期对分化的影响 

本试验共接种花蕾 100枚，花原基 30枚， 

幼小花苞 4o枚，成熟花蕾 30枚 ．试验结果表 

明，花原基与幼小花苞均能诱导出丛生芽，诱导 

率分别为 70．3％和 51．5％，成熟花蕾则不能分 

化形成丛生芽 ．可见花蕾的发育时期是丛生芽能 

否诱导成功的关键因素 ． 

2．2 激素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调节激素 (PGH)配比 

收稿 El期 ：2OO5—07—12． 

作者简介：攀 剑‘ 980一 ’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B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植物 
· 44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大连民族学院 3(General No．32 
JOURNAL OF I)ALIAN NATIONMYI'IES【J J~,'ERS1TY 

所以其含量又开始回升 ． 

2．6 分化过程中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按 I、Ⅱ、Ⅲ 型愈伤排列，其叶绿素含量呈 

上升趋势 (如图4所示)，说明叶绿素的适量形 

成对于分化是有利的 ．实验中发现，只有出现绿 

色小点的愈伤才能形成小芽，白色疏松和绿色致 

密的愈伤均不能形成丛生芽 ．可见，叶绿色的含 

量与芽的形成有关 ． 

3 结 论 

本试验以不同发育时期的花蕾为研究材料， 

建立了欧洲矮化大花萱草的高效再生体系，为萱 

草的转基因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试验表明， 

未成熟的花蕾才能诱导出丛生芽，欧洲矮化大花 

萱草的分化最适培养基为 BA 0．1 me／I．+2．4一D 

1．0,w／L+GA 0．5 me／I．+CH 500 me／I．+3％蔗 

糖，芽增殖的最适培养基为 BA 1．5 me／I．+2．4一 

D 0．2 mg／I．+3％蔗糖，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4 MS 

+IBA 0．1 me／I．+1％蔗糖 ．此外，本试验初步研 

究了愈伤分化过程中的生理变化 ．在分化过程 

中，可溶性糖与可溶性蛋白呈增加 一减少 一增加 

的变化趋势，其不同阶段还可能有特异性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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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分化过程中，叶 

绿素的含量呈上升趋势，可见叶绿素的适量形成 

有助于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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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111 Tissue Culture of I-Iemerocall|．~fid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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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lian No．26 middle school，Dalian Liaoning 116013，China) 

Abstract：The main factors of crowd shoot induction．propagation and rooti~ of Hemeroeailis fulva(L)we】=1e studied 

by usi．g different growth period of bu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imary bud is better explants than others．The 

suitable medium for crowd shoot induction is MS+BA 0．1～2．0 me／I．+2．4一D 0．2～1．0,w／I．+GA 0．5 me,／T． 

+ LH 500 me／I．+3％ sucrose．The best medium for shoot propagation is MS+6一BA 1．0～1．5 me／I．+2．4一D 

0．2～0．5 rag／L+3070$ucro~ ．The proper medium for rooting is I／4MS+IBAO．1me,／I．+1％ sucr0se．The physio— 

logical change weI’e studied in callus during the differentiation：The condition of soluble snt~lr and soluble protein 

had the ssl,ne trend，up—down—up．The condition of chlorophyll was upward trend，which might have some thing 

th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Hemeroeailis fulva(L)；tissue culture~physiolog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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