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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柴的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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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花花柴[Karelinia caspica(Pal1．) 

Less．】。 

2材料类别 花花柴种子萌发形成的幼嫩叶片。 

3培养条件 丛生芽诱导培养基：MS+6．BA 0．4 

mg．L。(单位下同)+NAA 0．5；生根培养基：1／2 

MS+NAA 0．2。上述培养基均加入 2．5％蔗糖和 

0．7％琼脂，pH 5．8~6．0。培养温度为 23—26℃， 

光照时间为 16 h．d～，光强约34 gmo1．m-2．s一。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花花柴的种子在超净工作 

台中先用 70％酒精消毒 30 s，无菌水冲洗 3遍， 

再用0．1％升汞处理7 min，无菌水冲洗 4—7遍。 

随即将处理好的花花柴种子平铺在垫有2层滤纸、 

90 mm的平皿中，其内加入 5 mL的无菌水。1 

个星期后，将刚发芽的花花柴接种于MS培养基 

中，待其长出2—3对幼叶后，将其幼嫩叶片切 

下，接种于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中。 

4．2不定芽的分化及增殖 外植体在愈伤组织及丛 

生芽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14 d，开始出现淡绿色的 

愈伤组织，继续培养 7 d左右，其上出现若干芽 

点，这些芽点在该培养基上生长 10 d后，即分 

化为0．5 cm的不定芽丛。将这些不定芽切成若干 

份后，继续在该培养基上培养，每 20d继代 1次。 

4．3 芽及根的生长 将产生的丛生芽分割成单芽， 

接入壮苗培养基中壮苗，待其长成较健壮的小植 

株后，切除其下部的愈伤组织，剩余部分移入生 

根培养基中，15 d后生根率为90％ 以上。每株 

大致上只有 1条主根(图1)。 

4．4 试管苗的移栽 打开装有再生苗的培养瓶塞， 

室温条件下炼苗 h，小心取出，去除根上的培 

养基，移入沙土和蛭石(3：1)的混合基质中，保证 

湿度，控制温度和光照，其成活率在 95％以上： 

没有生根的花花柴植株移入上述混合基质中也能成 

活 ，且能 自然生根 。 

5意义与进展 花花柴属菊科花花柴属，是生长 

于盐生荒漠和盐生沼泽中的一种盐生植物，已被 

公认为最有效的泌盐植物之一(贾磊和安黎哲 

2004)。花花柴特殊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与之抗 

盐的特性相适应，如具有泌盐腺与泌盐孔两种泌 

盐器。在盐胁迫下，花花柴的叶片会出现肉质化 

的现象，在根部的薄皮细胞质膜附近出现盐运输 

相关的质膜泡状结构(章英才和闰天珍 2003)。野 

外的花花柴为多年生植株，其根深埋于地下，移 

栽入室内不易成活。其种子尤其在冬季的萌发率 

较低，而且由于其属于肉质化植株，生长缓慢， 

因而研究周期较长。本文结果可能有利于解决这 

些问题 。花花柴的组织培养快速繁殖尚未见报 

道 。 

图 1花花柴生根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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