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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荔枝组织培养初步研究 

张振霞，郑玉忠 (韩山师范学院生物系，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 对番荔枝的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以幼叶为外植体，采用NB+2，4-D 1 mg／L+6-BA 0．5mg，L作为愈伤诱导培养 

基以及 12h光照处理，出愈率可达到87，50％；最佳分化培养基为NB+TDZ 1 mg／L+6—BA 2 mg／L+NAA 0,5 mg／L，分化率为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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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Annona squamosa L． 

ZHANGZhen-xiaetal (Department ofBiology，HanshanNormal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 Tissue culturetechnology ofAn， 0，m squamosaL．was studied．Resuits showedthat burgeon ofAn／／,otta squamosaL．Was good explants 

and the optimal medium for callus inducement Was NB+2．4-D 1 mg／L+6-BA O．5 mg／L with 12 h light．And the callus induction rate was up to 

87，5O％， rhe optimal differentiation medium Was NB+TDZ 1 me,／L+6-BA 2 mg／L+NAA 0，5 mg／L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Was 28，89％． 

KeY words A n， 0，m squamosa L．：Tissue culture；Callus 

番荔枝(An肋M s口 s0 L．)属番荔枝科番荔枝属，其 

果实不仅营养丰富，且药用价值极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对番荔枝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推广番荔枝优良品种势在必行。番荔 

枝目前主要依赖种子及切接等方式来进行繁殖。但是作为 

雌雄异花植物，番荔枝的种子量少且萌发率低；另外种子繁 

殖容易丧失母体的某些优良性状。而传统的切接技术又易 

受气候、季节影响，种植成活率低。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 

番荔枝的产业化开发。 

采用组培快繁技术能克服上述传统繁育方式中的不利 

因素_lJ。组培苗能够保持母株优良I生状，减少病虫害传播，实 

现全天候育苗，节省时间和空间，为工厂化育苗提供理论和 

技术基础。笔者初步建立起一套高效稳定的番荔枝组培快 

繁技术体系，旨在加速番荔枝优良品种的应用与推广，实现 

其产业化开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番荔枝品种为“樟林番荔枝”，采自广东澄 

海盐鸿镇樟林果园。选取生长良好、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株的 

带叶嫩梢作为试验材料。 

1．2 培养基 基本培养基 ：MS嘲和 NBI31；愈伤诱导培养基 ： 

基本培养基+2，4-D+6-BA；分化培养基：基本培养基+NAA+ 

KT+6-BA；生根培养基：1／2 MS基本培养基+NAA+MET。 

1．3 方法 

1．3．1 基本培养基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频率的影响。分 

别使用 MS、1／2 MS、NB基本培养基，对番荔枝幼叶、较成熟 

叶、茎段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1．3．2 不同浓度 2，4-D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分别设定 0,0．2、0．5、1．0、2：0、5．0、10．0 mg／L 7个不同浓度的 

2，4-D，在NB培养基上对番荔枝幼叶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1．3．3 不同浓度 6-BA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在 

添加 2 mg／L 2，4-D的NB基本培养基的基础上，设定了0、 

0-2、0．5、1．0、2．0、5．0、10．0mg／L7个不同浓度 6-BA作为试验 

处理，研究其对番荔枝幼叶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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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不同光照时间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12 h 

光照和全黑暗条件下培养，比较番荔枝幼叶的愈伤诱导情况。 

1．3．5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番荔枝愈伤分化的影响。在添加 

2．0 mg／L 6-BA和 0．5 mg／L NAA的培养基上，比较了 1 mg／L 

TDZ和 1 mg／L KT对番荔枝愈伤分化率的影响。 

1．4 培养条件 每月继代 1次。培养条件为：温度(26+2)℃， 

光照 12 h／d，光照强度 2 ooo lx。 

1．5 评价指标 诱导率(％)=出愈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 

数xl00；分化率(％)=出芽愈伤数，接种愈伤数xl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番荔枝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率的 

影响 不同培养基中的碳源、无机元素、有机添加物等含量 

不同，导致对植物材料愈伤诱导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由表 1 

可见，NB基本培养基的愈伤诱导率最高，MS、1／2 MS基本 

培养基的愈伤诱导率较低，可见 NB培养基优于 MS培养 

基，两者差异极显著(P<0．01)。 

表 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频率的影响 

培养基 外植体 接 
植体数 问∥d 率∥％ 

MS 幼 叶 

叶 

茎段 

1／2 MS 幼叶 
叶 

茎段 

NB 幼叶 
叶 

茎段 

24 

13 

16 

21 

13 

11 

22 

16 

12 

38 53．12aA 

41 30．O1 cC 

37 38．47 bB 

35 57．22aA 

38 32．56 bB 

40 28．14 bB 

3O 72．22aA 

38 34．27 cC 

36 40．85 bB 

注：表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O．O1和 O．O5水平上差异显著。 

下表同。 

3种外植体的比较中，幼叶较好，在接种后 10 d就出现 

初始愈伤化，30 d左右完全愈伤化；而成熟叶则容易褐化， 

严重的甚至死亡，出愈率低，且出愈时间长；茎段的出愈率 

和出愈时间则介于两者之间。 

2．2 不同浓度2，4-D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由 

表 2可见，在没有添加 2，4-D时，无法诱导出愈伤组织 ；随 

着2，4-D浓度的升高，番荔枝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增加，在2 

mg／L时达到最高峰，为 87．88％；然后随着 2，4-D浓度的增 

加，出愈呈下降趋势，到 10 mg／L时出愈率降为 20．o0％。考 

数 一5 4 2 6 O O O 8 O 本 一4 4 4 3 4 4 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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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过高浓度的2，4-D会影响后期愈伤组织的分化和发 

育，而且 1 mg／L 2，4-D时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已达到 87．50％。 

因此，该研究在后期的试验中采用了 1 mg／L 2，4-D作为番 

荔枝幼叶的愈伤诱导剂浓度是合理的。 

表 2 不同浓度2，4-1)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2．3 不同浓度6-BA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晌 由 

表 3可见，在 1 mg／L2，4-D的情况下，6-BA的存在对番荔枝 

愈伤诱导的作用很重要，不添加 6-BA时的愈伤诱导率是 

0，而 0．5 mg／L的6-BA对愈伤诱导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此 

时的诱导率为 87．88％。随着 6-BA浓度继续增加，番荔枝的 

愈伤诱导率的增加不明显，同时愈伤却逐渐出现褐化现象。 

在诱导愈伤过程中，6-BA的促进作用在于提高叶组织的细 

胞分裂能力，使得愈伤生长加快。高浓度时导致愈伤的褐化 

更加严重，这可能是由于细胞快速分裂生长，代谢产物过多 

造成的。低浓度的6-BA对番荔枝愈伤诱导有促进作用，而 

高浓度则容易影响愈伤组织的质量。因此，该试验中采用了 

0．5 mg／L 6-BA作为番荔枝幼叶的愈伤诱导剂浓度。 

表3 不同浓度 6-BA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由表2、3可以看出，诱导番荔枝愈伤组织激素的适宜 

浓度为 1．0 mg／L 2，4-D+0．5 mg／L 6-BA，此条件下的出愈率可 

以达到 87．50％。 

2．4 不同生长素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晌 在番 

荔枝愈伤诱导过程中，比较了2，4-D、NAA、IBA、IAA这 4种 

不同生长素的作用。从表4可以看出：4种激素对愈伤的诱 

导效果为 2，4-D>NAA>IAA>IBA；除了 IBA外，其余 3种激 

素对愈伤诱导都有较好的促进作用，1 mg／L的2，4-D、NAA 

和IAA的愈伤诱导率分别是 87．50％、84．85％和61．29％；IAA 

浓度为2 mg／L时，对番荔枝愈伤诱导率较低，为 21．88％。 

表4 不同生长素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2．5 不同光照条件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晌 从表 

5可以看出，愈伤的出愈率在 12 h光照条件下较高，为 

86．84％；在 2种光照条件下 ，番荔枝愈伤组织的生长状况 

良好，12 h光照条件下为绿色，而黑暗条件下愈伤组织为淡 

黄色。 

表 5 不同光照条件对番荔枝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 

2．6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番荔枝愈伤组织分化率的影晌 较 

高浓度的生长素用于诱导形成愈伤组织，当愈伤组织长到 
一 定程度时，可除去生长素或用适当浓度活性较低的生长 

素，同时添加细胞分裂素，诱导愈伤组织形成芽。该试验 

比较了 TDZ和 KT 2种细胞分裂素 的分化效果 。TDZ 

(Thidiazumn，N-廿基 1，2，3噬 二唑-5．脲)是一种合成的 

杂环芳香脲，作为一种苯脲代替物，在植物组织培养中表现 

出很高的细胞分裂素活性。TDZ能诱导细胞内源分裂素的 

产生，抑制乙烯产物的积累。在苹果组织培养中已表明， 

TDZ能促进芽的形成 。从表 6可以看出：番荔枝愈伤组织 

在含有 1 mg／L TDZ的培养基上，生长 1～2周后就开始分化 

出小芽，分化率为28．89％；而在含有 1 mg／L KT的培养基上 

的分化率仅为 17．39％。可见，1 mg／L TDZ对番荔枝愈伤的 

分化效果好于 1 mg／L KT。 

表 6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番荔枝愈伤组织分化率的影响 

％ 

NB+NAA 0．5+6-BA 2+TDZ 1 幼 叶 45 13 28．89 aA 

NB+NAA 0．5+6—BA 2+KT 1 幼叶 46 8 17．39 bB 

2．7 再生植株的生根培养 胚状体发育成小植株最初是 

从具有胚状结构的胚芽出现开始，紧接着叶和根发育形成 

完整的再生植株。在植物离体培养中，促根生长的基本培养 

基大多数使用低浓度的 MS培养基，因此，该试验采用了 1／2 

MS基本培养基以降低无机盐浓度，促进生根。将诱导分化 

的丛生不定芽切割成具有 2～3个不定芽的小块，分别接入 

附加了 1 mg／L NAA和 1 m MET的 1／2 MS培养基，9 d后 

不定芽开始生根，30 d生根率达到95％，幼苗株高达 1～3 cm。 

3 小结 

番荔枝的愈伤组织诱导、分化和植株再生受多种因素 

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基本培养基、培养基中各种激素种类和 

浓度、外植体、培养条件等。就该研究的范围内，最适于番荔 

枝的组织培养体系是：以 NB为基本培养基，以幼叶为外植 

体，2，4-D 1 mg／L+6-BA 0．5 mg／L的激素浓度进行愈伤组织 

诱导；采用添加了 1 mg／L TDZ+2 mg／L 6-BA+0．5 nqIg／L NAA 

的分化培养基作为愈伤组织分化培养基；使用 1／2 MS培养 

基作为诱导生根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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