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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愈伤组织诱导及继代培养研究 

白文苑，沈慧敏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以苍耳叶片、叶柄及茎段为外植体 ，在 MS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上，对苍耳愈伤组织进 

行诱导培养，并对生长迅速、性状好的愈伤组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激素配比和不同培养方式对愈伤组织诱 

导率、生长量和性状有明显的影响．在光照培养下，当 MS+6一BA 2 mg／L+ NAA 0．5～1 mg／L时愈伤组织诱导 

率高且生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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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allus induction and subcul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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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nthi sibiricum 

BAI W en-yuan，SHEN Hui—min 

(College of Prataculture，Gana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leaf blade，leaf stalk and stem of Xanthium sibiricum were served as explants， 

MS medium added different kinds of hormone and proportions was used for inducing and culturing 

the callus of Xanthium sibiricum．At the same time，how to get callus which had rapid growth and 

good properties was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hormones and differ— 

ent ways of culture had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induction rate，growing amount and properties of 

the callus．The growth of callus was rapid and induction rate was the highest with 6一BA 2 mg／L 

+NAA 0．5～1 mg／L and ligh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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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Xanthium sibiricum)为菊科苍耳属一年 

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尤其是北方分布广泛，资源丰 

富．苍耳作为药用植物历史悠久，据资料记载苍耳全 

草人药，可清热解毒，治肾炎；茎叶人药，治疥癣、湿 

疹、虫咬伤等[1q]． 

近年来，随着植物源农药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 

已看好苍耳作为植物源农药的潜力，壬问学等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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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苍耳等植物的乙醇抽提物对卫茅尺蠖和菜青虫 

的药效，结果表明幼虫在苍耳乙醇提取液处理后的 

叶片上 5～6 h内不取食；冯俊涛等[5]证实了苍耳丙 

酮提取物对番茄灰霉病菌、小麦赤霉病菌和苹果炭 

疽病菌的菌丝生长和苹果炭疽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 

作用较强，抑制效果均在 8O％以上；李玉平等[。]研 

究了苍耳的丙酮提取液对小麦赤霉病菌、番茄灰霉 

病菌、辣椒疫霉病菌、苹果炭疽病菌、玉米大斑病菌 

的孢子萌发抑制率大于 93 }此外，苍耳提取物还 

对粘虫的生长发育有抑制作用，对菜青虫也有一定 

的驱避作用． 

苍耳用途广泛，但如果仅从野生植物体中提取 

分离，则难以满足诸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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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植物资源的大量采伐，必将对环境、物种、生态 

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应用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生产 

次级代谢产物或生产天然的植物成分，已在许多植 

物上获得成功[ 砌]．本试验通过对苍耳愈伤组织的 

诱导培养，以期获得生长快、活性成分含量高、性状 

优良的愈伤组织，为今后进行细胞悬浮培养生产抑 

菌活性物质及苍耳快繁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外植体：野生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种子 

(采集地：兰州)经室内盆栽所得植株的叶片、嫩茎及 

叶柄． 

培养基：以MS为基本培养基，并附加不同浓度 

的6一BA，NAA，KT，2，4一D等．每升培养基中加 

蔗糖 30 g，琼脂 7～8 g，pH为5．5～6．0，每 150 mL 

三角瓶 内装培养基 40～50 mL，灭菌压力为 1．0 

kg／cm。，灭菌时间 20 min，棉塞加牛皮纸封／=1，灭菌 

后放置 1～2 d备用． 

1．2 方法 

1_2．1 外植体消毒处理 以苍耳茎段为外植体，用 

0．1 升汞、70 乙醇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分别接 

种在 MS+6一BA 2 rag／L+ NAA 0．5 mg／L的诱 

导培养基上，观察愈伤组织的生长情况． 

1．2．2 外植体培养与光照处理 以苍耳叶片为外 

植体，接种在 MS十6一BA 2 mg／L+NAA 0．5 

mg／L的诱导培养基上，一部分置于光照培养箱内， 

自然散射光培养，一部分放置在普通恒温培养箱内， 

黑暗中培养，观察愈伤组织的生长情况．光照培养箱 

温度设为 25℃，湿度为 70 9，6～80 9，6，光照培养强 

度为2 500~3 000 lx，光周期为 12 h／d． 

1．2．3 愈伤组织诱导 将外植体在流水下冲洗干 

净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0．1 HgC1 溶液消毒5 

min，无菌水冲洗 5～6次，用无菌滤纸吸去表面水 

分，将叶片切成 0．5 cm×0．5 cm的小块；茎段、叶 

柄切成长 1．0 am的小段，分别接种于 MS附加不 

同激素种类和浓度配比的诱导培养基上，每种培养 

基各接 20瓶，每瓶接 5～6块，观察其生长情况． 

1．2．4 愈伤组织继代培养 将诱导出来的愈伤组 

织分离并接种于 MS附加不同激素种类和浓度配比 

的继代培养基上，每 30 d继代培养 1次，进行愈伤 

组织继代培养的研究． 

1．2．5 数据处理与差异显著性检验 

污染率(％)一(污染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100 oA 

死亡率( )一(死亡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i00 

愈伤组织诱导率 ( )一(形成愈伤组织外植体 

数／接种外植体数)×100％ 

采用 Duncan S新复极差法对愈伤组织诱导率 

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毒处理对外植体的污染控制比较 

消毒时间短，污染率则高；消毒时间过长，易杀 

死外植体．在试验中，以苍耳茎段为外植体，比较了 

不同消毒时间对污染控制的影响(表 1)． 

表 1 消毒处理对苍耳茎段污染率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different sterilization time on pollution 

ratio of Xanthium sibiricum stem 

注 z结果 为接种后第 2周统计． 

接种 2周后观察发现，以 0．1 升汞 5 min和 

70 乙醇 10 S、0．1 9，6升汞消毒 10 min时，材料有 

轻微污染．将 70 乙醇，0．1％升汞的消毒时间延 

长时，污染率显著下降．随着消毒时间的延长，污染 

率由12 下降至 0，但同时又因乙醇和升汞对材料 

毒害作用的增强，致使材料的死亡率较 0．1％升汞 

消毒5 min上升了82 ．综合考虑几种因素，认为 

0．1 升汞消毒 5 min为较理想的消毒处理时间， 

消毒处理后，在培养过程中污染率只有 12 ，且褐 

化程度以及死亡率都较低，生长状态良好． 

2．2 光照处理对叶片愈伤组织的形成 

以苍耳叶片为外植体，研究不同光照条件对叶 

片形成愈伤组织的影响(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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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光照条件对苍耳叶片形成愈伤组织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on the induction 

of callus of Xanthium sibiricum leaves 

注t+ 表示愈伤组织性状一般，+ +表示较好，+ + +表示 

最好． 

从表 2可以看出，光照条件对苍耳叶片愈伤组 

织形成的迟早、性状和出愈率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据试验观察，愈伤组织在光照培养下颜色为浅黄绿 

色，生长快，高度分散，性状好；暗培养下外植体黄化 

严重，颜色为乳白色，愈伤组织生长速度慢，性状差． 

2．3 激素及浓度组合对苍耳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 

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将不同外植体接种在附加 6 
一

BA ，NAA，2，4一D与 KT的不同组合及浓度配 

比的诱导培养基上，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差异，而无激素的对照组及加入 2，4一D的 

处理组无愈伤组织产生，这说明激素在愈伤组织产 

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苍耳对 2，4一D敏感，其中 

以 6一BA 2．0 mg／L+NAA 0．5 mg／L、6一BA 2．0 

mg／L+NAA 1．0 mg／L激素组合的诱导率最高， 

而且叶片、茎段形成的愈伤组织性状也较好．如果延 

长培养时间，愈伤组织诱导率还可增大，但产生的愈 

伤组织老化，不利于以后芽的分化． 

表 3 激素及浓度组台对苍耳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s on the 

induction of callus of Xanthium sibiricum explants 

注t1．结果为接种后第 3周统计I2．表中不同的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根据 Duncan s新复极差法达极显著水平(P<0．01)和显著水平(P< 

0．05)． 

2．4 愈伤组织的继代培养及生长 

接种 24 d后，将愈伤组织剥离下来分别接种在 

MS、MS+6一BA 2．0 mg／L和 MS+6一BA 3．0 

mg／L上，几天后愈伤组织迅速出现褐变现象，且组 

织块体积不再增大，生长速率极为缓慢．接种在 MS 

+6一BA 1．0 mg／L+NAA(O．2、0．5、1．O)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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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继代培养大约 10 d后，愈伤组织长出新鲜疏松 

的淡黄色细胞团，生长速度变快． 

3 讨论 

生长调节物质对愈伤组织诱导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rg-n3．试验结果表明，不添加任何生长调节荆的外 

植体未见愈伤组织形成；而添加不同的生长调节剂， 

诱导结果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本试验选出了有利于 

苍耳愈伤组织生长的生长调节剂种类，很有必要继 

续深入探讨其浓度与交互作用效果． 

本试验分别选择叶片、叶柄、茎段作为外植体， 

通过比较发现，叶片、茎段是苍耳组织培养较好的培 

养材料，愈伤组织性状较好，且愈伤组织的形成时间 

也相对较短．但愈伤组织能否进一步分化和以叶片、 

茎段为外植体能否建立较好的苍耳高效再生体系尚 

需进一步的探索[1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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