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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刺头组织培养和叶片再生植株的研究 

朱海军 俞红强 义鸣放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北京 100094) 

摘 要：以蓝刺头(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叶片为外植体，建立 了蓝刺头的再生体 系，并对其影响 因素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Ms+6．BA 1．0mg·L。。+NAA 0．Img·L。。为最适分化培养基，再生率达48．33％， 

平均每个外植体再生芽数 3．56；添加 2．Omg·L。。的硝酸银 以及暗处理 15d均可显著提 高不 定芽的再生 

率和再生芽数 ，再生率分别提 高到 80．33％和 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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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LEAVES OF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 

ZHU Hai··jun YU Hong··qiang YI Ming··fang 

(College ofAgriculture and biotechnology，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94) 

Abstract：Using leaves as explants，we established a high frequency regeneration system of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and 

studied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ing plant regeneration in vitro．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medium for shoot 

regeneration Was MS+6-BA 1．0mg。L +NAA 0．Img。L_。．Th e frequency of shoot regeneration Was 48．33％ and mean 

number of buds per explant was 3．56．The optimum medium plus 2．0mg L— AgNO3，and incubating for 15 days under dark 

condition could strikingly promote shoot regeneration and the number of bud．with frequency of 80．33％ and 63．33％ 

respectively． 

Key words：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regeneration system；AgNO3；dark incubation 

蓝刺头(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是菊科蓝刺头 

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在我国东北及西北大部分地 

区均有分布⋯，其花形奇特，观赏期 长，可以做鲜切花 

和干花。同时 由于其生态适 应性广 ，抗性强 ，在干旱 、 

贫瘠的土地及山坡疏林下生长 良好 ，而且一次种植 能 

多年观赏能作 为地 被绿化材料，极大 节约管理成本。 

另外，蓝刺头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根和花序可以 

入药 ，有清热解毒 、排脓 消肿 、活血作用。国外将其果 

实作为强心剂，用于治疗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症； 

其嫩枝、叶、花序可作马、骆驼的饲料 。目前对蓝刺 

头的研究报道较少 ，而有关蓝刺头组织培养和植株再 

生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试验 以蓝刺头叶片为外 

植体 ，在筛选最适不定芽分化培养基的基础上，研究了 

添加硝酸银和暗培养对不定 芽分化的影响 ，以期建立 

蓝刺头高频、稳定的植株再生体系，为蓝刺头组培繁 

殖 、无性系选种及开展基因工程育种等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和方法 

1．1 无菌材料的获得 

试验材料来 自中国农业大学科学园。取叶龄 30d 

的蓝刺头根插苗叶片，用试管刷蘸少量洗衣粉洗掉 叶 

片表面的污物 ，流水 冲干净 ，75％酒精浸泡 30s，2％的 

次氯酸钠浸泡 lOmin消毒 ，最后无菌水冲洗 5～6次。 

1．2 不定芽分化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3％的蔗糖和 0．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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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 ，pH 5．8～6．0，经 121℃高温灭菌 20rain。硝酸银 

需过滤灭菌。无菌培养室培养条件 ：温度 25℃ ±1℃。 

光强 1500～20001x，光照时间 16h／d。 

1．2．1 不同激素及 浓度对 不定 芽分化的影响 接种 

时去除叶缘和叶片中脉，切成 0．5cm×0．5cm的小块接 

种于添加 NAA 0．1mg·L‘。、6-BA(0．1、0．5、1．0、2．0和 

3．0mg·L )，或 只加 2，4．D(0．1、0．5和 1．0mg·L )的 

培养基上 ，远轴 面向下。40d后统计 不定芽的再生率 

和平均每个外植体再生芽数。 

1．2．2 添加硝酸银 对不定芽分化 的影响 在上述试 

验所得 出的最 适分化 培 养基 中添加 硝酸 银 (0、0．5、 

1．0、2．0和 4．0mg·L )，15d后统计各处理分化的外植 

体数 、再生的不定芽数量。 

1．2．3 不同时间的暗处理对 不定 芽分化的影响 将 

叶片接种到最适分化培养基中暗培养 0、5、10、15、20、 

25和 30d，每隔 4d从暗培养条件下取出 5瓶转入光下 

培养。40d后 ，统计各处理分化的外植体数 、再生 的不 

定芽数及不定芽的生长状况 。 

所有处理重复 3次 ，用 SAS软件对数据进行 差异 

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定芽分 

化的影响 

MS培养基 中附加不同浓度的 6-BA、NAA和 2，4． 

D，结果表明(表 1)，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和组合对不 

定芽的分化影 响很大。单独使用 6-BA仅得 到较低 的 

再生率和不定芽数；仅添加 2，4．D的培养基 中外植体 

虽然有大量愈伤组织出现，但很少有不定芽的分化 ，说 

明2，4．D不利 于 蓝刺 头 叶 片不 定 芽 再生 。6-BA 和 

NAA配合使用 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单独使用 6-BA或 2， 

4．D；其中以 6．BA 1．0mg·L 加 NAA 0．1mg·L 组合 的 

效果最好，不定芽再生率达到 48．33％；但是随着 6-BA 

浓度的增大，不定芽的分化率以及平均每个外植体再 

生芽数反而降低，并且随着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的增 

加，不定芽的玻璃化现象加重。因此，蓝刺头叶片再生 

最适分化培养基为 MS+6-BA 1．0mg·L +NAA 0．1mg 

· L-。。 

2．2 不同浓度的硝酸银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在最适分化培养基中添加不 同浓度 的硝酸银 ，对 

不定芽的再生影 响较大。由表 2可以看出，添加硝酸 

银后不定芽的再生率以及不定芽数都显著高于对照。 

在 0～2．0mg·L 范 围内，随着硝酸银浓度的增加 ，不 

定芽再生率和芽数逐渐增加 ，而且玻璃化苗减少 ；但达 

到4．0mg·L 后 ，硝酸银对叶片再生表现 出抑制作用 ， 

再生苗的叶片表现 出不健康的黄 白色。综合来看 ，以 

添加 2．0mg·L 的硝酸银 效果最佳 ，不定 芽再生率 和 

芽数分别达到了 80．33％和 3．18，且再生苗生长健壮 ， 

生长势强 。 

表 1 不 同的生长调节物质组 合对蓝刺 头不 定芽分化 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growth regulators on shoot 

regeneration of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O．05)，下表同。 

Note：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columns represent significantly diffrent at P 0．05 

level，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tables． 

本试验发现 ，加入硝酸银后 ，不定芽的再生途径发 

生了改变，不再是单纯通过愈伤组织途径 ，而是以直接 

形成不定芽的途径为主。多数研究证明 Ag 能促进植 

株再 生，直接 诱导生 成不定 芽而减少 愈伤组织 的形 

成n ，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 

表 2 添加不同浓度的硝酸银对蓝刺头不定芽分化 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AgNO3 on shoot regeneration of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 

2．3 不同时间的暗培养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将叶片接种于最适分化培养基上，不同时间的暗 

培养后置于光下培养，发现暗培养不仅能提高叶片不 

定芽的再生率和再生芽数 ，而且也缩 短了不定芽再生 

的时间。由表 3可以看出，随着暗培养时间的延长 ，不 

定芽再生率逐渐增加，但 20d以后再生率呈现下降趋 

势，而且不定芽生长势减弱；就平均每个外植体再生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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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 蓝刺头组织培养和叶片再生植株 的研究 

数来看 ，对照与暗培养 5、l0、15、25及 30d的均无显著 长状况 ，叶片再生 以暗培养 15d的效果为佳。 

差异。因此，综合不定芽再生率、不定芽数和不定芽生 

表 3 暗培 养对蓝 刺头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图 1 蓝 刺头叶片的再生不定芽 

Fig．1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leaves of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 

A：接 种于最适 分化培养基上 20d的外植体 ；B：接种于最适分化培养基 上 40d的外植体 ； 

c：添加 2．0mg·L 硝酸银 的培养基 上培养 15d的外植体 ；D：在添加硝酸银 的培养基中生长 30d后 ， 

转入 MS中生长 15d的外植体；E：暗培养 15d的外植体；F：暗培养 15d再转到光下培养 30d的外植体 

A：explant cultured on optimum medium for 20 days；B：explant cultured on optimum medium for 40 days； 

C：explant on medium added 2．0 mg’L～ AgNO3 for 15 days；D：cultured on medium with AgNO3 for 30 days，then transported on 

MS medium for 15 days；E：explant cultured under dark condition for 15 days；F：cultured under dark 

incubation for 15 days．then grow in illumination for 30 days． 

蓝刺头叶片不定芽的分化受外源生长调节物质的 

影响较大。本试验发现 ，在培养基中单一加入 6-BA效 

果不好，叶片不定芽数和再生率都很低 ；加入 2，4一D虽 

能诱导叶片产生大量愈伤 ，但几乎没有不定芽的分化。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 ，2，4一D对愈伤诱导作用明显 ，但 

却强烈抑制芽的形成 ，其原因目前 尚不清楚 。 

本试验中 ，暗培养可显著提高蓝刺头叶片的再生 

率，而且缩短了不定芽分 化的时间。这 与其他一些研 

究结果 也是一致 的  ̈，其原 因可能是 暗培 养条 件下 

IAA分解减少 ，从而提高 了 IAA的浓度 ，刺激 了不定芽 

的产生。其机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 是一种 乙烯抑制剂 ，由于它的 

存在，乙烯不能干扰多胺的合成。因此， 通过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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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胺的合成提高植株再生率。张鹏等报道，在培养基 

中附加 AgN03(2—12mg·L )能明显诱导不定芽的再 

生 引，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而蒋细旺等在菊花 

(Dendranthe，舰 morifolium)的培养 中加入 AgNO 后 ，反 

而抑制了不定芽的再生 ，这可能是 由于基因型的差异， 

导致了不同的植物对 A异NO，反应不一致 。在本研 

究 中，添加硝酸银显著促进了蓝刺头叶片分化不定芽， 

而且不定芽的再生途径也 变成 以直接发生为主 ，其原 

因有待于进一步从细胞学水平进行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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