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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在高山杜鹃组织培养中的应用 

周艳 ，f东 lI2 (1．贵州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与工程学院，贵州贵阳55o00l；2．贵州科学院，贵州贵阳55o0叭) 

摘要 [目的]了解活性炭(AC)的添加量与植物激素添加量的关系，以及活性炭的加入对高山杜鹃试管苗出芽、褐化的影响。f方法]通 

过高山杜鹃的组织培养试验探索活性炭的添加量与植物激素添加量的关系及时高山杜鹃外植体出芽率和褐化率的影响。[结果]在 Ms 

固体培养基中，活性炭的吸附作用较复杂；高山杜鹃外植体出芽的较好培养基为 1／4Ms+2-ip 2．0mg／L+NAA 1．0 n骣／L+Ac 1．5 L和 

1／4 Ms+2-ip4．0 mg／L+NAA 1．0,w,／L+Ac 1．5 L，有较好的出芽率，较低的褐化率。最高出芽率为56．7％，最低褐变率为40．0％。[结 

论]在MS固体培养基中，活性炭对生长激素的吸附量不能简单套用MS 液体培养基中的吸附量，了解活性炭的吸附作用与完全克服高山 

杜鹃组织培养中的褐化现象，均有待进一步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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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ActiveCarbonintheTissueaIlIlure ofAlpineRhododendron 

刁 )U Yan et al (School of Biological Tectmology and Engineering，Guizl~ou No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1) 

Abstra~ i Objective J 1e pm'~se WaS to know the mlationship between addition amounts of active carbon(AC)and plant holliione，and the influence 
of adding AC onthe budding and bmwning ofAlpine rhodMendron seedlingin vitro．iMethodI rI11e relationshipbetwL~n addition amounts ofactive carbon 

(AC)and plant hormone，and its intquence onthe budding rate and browning rate ofA．rhododendron explmlts were explored fltrough tissue culture． Re— 

salt i rI11e sorption ofAC in MS  solid n~odiumWaS IllOre complex．rI11e better media for the budding ofalpine rhododendron explm~ts were 1／4 MS+2-iD2．0 

Ⅱ玛／L+NAA 1 0 mc／L+AC 1．5 L and 1／4 MS+2-ip 4 0 n~,／L+NAA 1 0 n唔／L+AC 1 5 lJ with better budding rate and lower brownag rate． 

rlhe highest budding rate WaS 56 7％ and the lowest browning rate WaS 40．0％ 1 Conclusioni In MS s0lid n~clium。the adsorption eapacily ofMS liquid 

n~oclium eoulch~’t be simplyandmechanically applied ast}le adsorption an~oLult ofAC on growth horrmne It needsfurther explorationstokn owt}lesom【ion 

0f AC and overcome t}le browning pheuoll~lla in tissue culture of A rhododendron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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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杜鹃(Rhododendron delavayl Franch)是杜鹃花科杜鹃 

属灌木类高档花卉植物，原产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山密林， 

后由德国等国引种栽培驯化，并且改良选育出优良品种llj。 

高山杜鹃通常靠种子繁殖、扦插繁殖l2一，而这 2种繁殖方式 

易受母株材料和繁殖季节的影响，往往无法满足市场的需 

要。采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观赏植物的繁殖 ，具有繁殖速度 

快、不受季节影响等特点，对于优良品种的推广意义重大。 

在高山杜鹃组织培养中，首要困难是褐化问题，严重地影响 

试管苗成活率；在组织培养中，一般加入活性炭来防止褐变。 

据报道，活性炭一方面能吸附抑制植物外植体生长的有害物 

质，防止褐化，促进植物试管苗生长分化；另一方面，由于活 

性炭的吸附作用没有选择性，它又能吸附培养基中的其他物 

质_3 ，从而影响植物试管苗的生长。为此 ，笔者 比较 了在添 

加不同量的活性炭和植物激素的培养基中高山杜鹃的出芽、 

褐化情况，以期了解活性炭添加量与植物激素添加量的关系 

以及活性炭的加入对高山杜鹃试管苗出芽、褐化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贵州省东森花卉有限公司苗圃提供 

的2年生嫩枝。 

1．2 方法 取高山杜鹃嫩枝，将其分为茎尖、茎段 、叶片 3 

种外植体 ，分别浸泡于适当浓度的盐白洗洁精中 10min，在超 

净工作台上用75％酒精浸泡30 s，再用0．1％HgC1，溶液消毒 

8 min，并用无菌水冲洗 6次。将消毒后的3种外植体分别接 

入不同的培养基，培养温度(25±2)oC，先进行 1周的暗培养， 

再进行光照培养，光照强度为 1 000～2 000 k，光照时问为 12 

h／dE 
。 

以1／4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添加琼脂 8 g／L、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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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比较 将高山杜鹃 图1高山杜鹃组织培养茎段诱导出 

茎尖 、茎段 、叶片分别接种 的茸 

于 16种培养基中，培养7 ng
． 1 The bud produced stern 

d左右大部分茎尖褐化死 piece of Rhododendron d妇 

亡；培养 10 d左右，茎段 dI 

腋芽处开始萌动，并且逐渐长成小芽 ，32 d左右小芽渐渐长 

大(图 I)；培养叶片一开始保持绿色 ，后褐化死亡。 

表 I 附加激素和活性炭的组成及浓度 

皿IbIe 1 AC and h0nIl0| c0删 O 6伽 and。oll咖 tra6伽 

编号 N0． 培养基组成Medium constitutes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M M№M№№№队№M№№ 

l  2  4  6 ● 2  4  6 ● 2  4  6 ● 2  4  6  

．皇．皇 ．皇．皇．皇．皇．皇．皇．皇惜 

l  2  3  4  5  6  7  8  9  O ●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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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茎段生长分化较明显 ，并且在添加活性炭 

的培养基中较易诱导芽。有少量的茎尖能诱导芽，极少的叶 

片能诱导愈伤组织，且该组织的生长势不好，易褐变。因此， 

在建立高山杜鹃无菌体系方面，外植体取茎段为好。 

表2 活性炭、激素组合对外植体出芽率(出愈率)和褐化率的影响 

"l~ble 2 The h hl衄ce of AC and honmme eompesilion O11 the bud rate 

(callus rate)and bro~ing rateof Rhododendron de／avay／Franda 

编号 数 

No． Buddin~ rae 

i“ 
r8te

一 all b “ 
％ 

注：有少部分外植体受到污染，故部分出芽数(出愈数)和褐化数目的 

总和少于3o。 

Note：Because a mlall pocao~of explant eontarrimated，the sum of_No．of hl(k 

(N0．0fhMs callus)and No．of browninglessthan 30in sometreatn~lts． 

2．2 活性炭对高山杜鹃出芽、抗褐化的影响 将活性炭浓 

度为0的培养基归为A类，包括 1、2、3、4号培养基；活性炭浓 

度为 1．0 g／L的归为B类，包括5、6、7、8号培养基；活性炭浓 

度为 1 5 g／L的归为 c类 ，包括 9、10、l1、12号培养基；活性炭 

浓度为2．0 g／L的归为D类，包括 13、14、15、16号培养基。由 

表3可知，A类培养基的平均出芽率最低，褐化率最高，B、c、 

D类培养基的平均出芽率较A类高，褐化率较 A类低。这可 

能是由于加入的活性炭吸附了引起褐化的酚类、蒽醌类等物 

质。其中，以c类培养基的平均出芽率最高，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平均褐化率。 

段 or出芽数 
Mea n bud

率

-

褐化数 
Mean

龇

brow

率

-  

stem se No No of 
Sorts lratlon dingmte 

1 
rungtale 

L “ts iM u- buds 
％ 

browning 

％ m L ％ ％ 
一  

2，3 活性炭、激素组合诱导出芽的效果 研究表明，10号培 

养基 1／4 MS+2一ip 2，0 mg／L+NAA 1．0 mg／L+AC 1．5 g／L、11 

号培养基 1／4 MS+2一ip4．0 mg／L+NAA 1．0 g／L+AC 1．5 g／L 

的芽诱导率较高，有较高的出芽率，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抑 

制外植体褐化： 

3 讨论 

高山杜鹃组织培养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褐化。该试 

验以A类培养基为对照，在 B、C、D类培养基中分别加入不 

同量的活性炭及不同的激素配比，探索活性炭和激素配比对 

高山杜鹃组织培养的关系及对高山杜鹃出芽率、褐化率的影 

响。活性炭在培养基中的吸附作用是没有选择性的。一方 

面，活性炭能吸附培养物在培养过程中分泌的酚类、醌类物 

质，防止导致褐变的有害物质积累，降低不利影响，从而促进 

外植体的生长；另一方面，活性炭也能吸附植物激素等生长 

调节物质，不利于诱导出芽和愈伤组织。在活性炭与激素之 

间找出合适的浓度配比，既可以保证较高的出芽率，又可以 

减轻外植体的褐化程度。研究表明，1／4 MS+2一ip 2．0 mg／L 

+NAA 1，0 mg／L+AC 1．5 g／L、1／4 MS+2一ip 4．0 mg／L+NAA 

1．0mg／L+AC 1．5 g／L为实现这一 目标的较好培养基。 

在 Ms液体培养中，1 mg活性炭大约能吸附 100／tg生长 

调节物质l5J。由此可知 ，只需要极少量活性炭就可以全部吸 

附液体培养基中的生长调节物质，使得外植体无法生长分 

化。该试验采用的培养基为MS固体培养基，研究表明当AC 

1．5 g／L、2一ip 1～6 mg／L以及NAA 1．0 mg／L时，生长激素都能 

起到一定作用。研究还表明，用茎段诱导出芽的出芽率较 

高，外植体生长状况良好。因此，在 MS固体培养基中。活性 

炭对生长激素的吸附量不能简单地套用 MS液体培养基中的 

吸附量，活性炭的吸附作用情况较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 

该试验的最高出芽率为56．7％，最低褐变率为40．0％。要完 

全克服高山杜鹃组织培养中的褐化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 

(下转第 1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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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安徽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 

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4．2 建设原则 应包括：①坚持遵循国家和安徽省信息化 

总体规划的总原则；②坚持统一规划、信息资源共享原则，充 

分利用已有基础，打破行业界限，避免重复建设，实现信息资 

源共享；③以需求为主导，面向实际应用 ，从“三农”尤其是从 

农村信息服务和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管理等当前最迫切 

的需求出发，确保体系建设的针对性、实用性和长效性；④突 

出重点，根据安徽现代农业建设和管理的需要，优先选择对 

其发展有重大影响和重大应用前景的技术为突破口和切人 

点，进行系统规划；⑤按国家规范标准设计，保障系统的安全 

运行，不断扩展升级系统，数据表示、专业分类、编码标准、记 

录格式等都必须按照统一的规定，以保证软件和数据的匹 

配、交换和共享，使分级用户最大限度地进行各种需求操作， 

使应用系统实现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可移植性，同时在系统 

设计时留有接口，在现行系统上增加功能模块来实现功能的 

扩充；⑥遵循先进性和超前性原则 ，系统的平 台选择和软硬 

件配置应立足于实际，在满足系统功能要求和尽可能降低资 

金投入的同时，满足系统先进性的要求，同时数据库和地理 

信息系统的平台选型、体系架构设计、软硬件配置以及数据 

和图层结构的优化等应能满足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需要，保持 

技术的先进性；⑦充分考虑常规媒体应用，按照网络与常规 

媒体应用相结合的思路设计传播手段，建成信息网络与电 

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其中 

省一级主要建设承担环境资源信息监测、核心网站信息采 

编、协调的“农业信息监测采编中心”和承担数据库及核心网 

站开发、维护及各系统服务器承载的“农业信息数据中心”组 

成的省农业信息中心，l7个地级市和 76个涉农县级农业管 

理部门应建设负责信息采编、发布及技术指导的市、县级农 

业信息服务中心，乡镇级政府及其村级自治组织建设直接面 

对本地农民、农村、农业和相关企业及组织，负责信息采集和 

发布、信息技术推广普及应用的农业信息服务站；⑧采用在 

岗培训提高、引进、从大中专院校招聘录用等办法，使全省建 

立并保持一支6 000人左右的专兼职信息员队伍。 

4．3 组织保障措施 主要有：①由省政府成立建设领导小 

组，领导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在农业厅设立办公室，具体负责 

项目的规划、计划和检查、监督工作，办公室下设综合组、计 

财组、项目组，加强对建设的综合管理工作，其中，综合组具 

体负责各系统建设的日常事务、监督检查，计财组具体负责 

各系统的基建投资计划及资金管理，项目组具体组织工程实 

施和管理，负责系统建设方案的规划设计、仪器设备的选型、 

(上接第 1420页)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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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金筹措与投入机制 中央和地方财政要按照建设需 

要，设立专项资金，制订优惠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建 

设引导基金，鼓励个人、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形成多元投 

资机制，且互为补充，共同推进信息体系建设。 

4．5 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发展 要加强农村信息员队伍建 

设，保证每个乡镇有2～3名、每村有 1名合格的专兼职信息 

员。加快培养农业信息化专门人才，在省属大中专院校设置 

相关专业，争取与国内、国外教育研究机构联合培养高级管 

理和技术人才，在实践中挖掘和培养一批优秀的信息采集、 

传输、处理和应用服务型人才。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使他们能够熟练上网，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加强农业信 

息化知识的普及，逐步提高农业生产者、经营者的素质，使他 

们有意识地利用农业信息网络为生产、经营决策服务。 

4．6 政策与法制保障 加快研究制订有关信息化的政策和 

法规，把信息化相关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将信息产业列入 

产业统计科目，并且争取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在财 

政预算中列支信息产业这一科目；明确信息化工作的法律地 

位，规定信息化建设行为规范，将管理信息活动作为决策过 

程的一个法定程序；尽快组织制订地方信息法规，用法律手 

段调整和处理围绕信息化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型的社会 

关系和社会问题；建立信息法律体系框架，包括信息资源管 

理法、信息技术法、信息产业法、信息流通法、信息人才法、信 

息机构组织法、信息物资管理法、信息安全保密法、信息产权 

法、国际信息合作交流法律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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