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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约果不 同花器官愈伤组织培养初报 

王 丹，周 丽 娟，黄 海 涛，张 小 雪，袁 涛 

(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探讨贵约杲(Feijoa sallowiana Berg．)的有效快繁，用费约果的不同花器官为外植 

体，利用正交试验设计分析比较了2，4一D、NAA、KT 3种激素浓度及其组合对费约果 4种外植体 

的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结果表明：4种外植体均能形成愈伤组织，但愈伤组织发生率的表现存 

在差异。子房、花瓣、花萼、雄蕊愈伤组织诱导最优培养基分别：MS+2，4一D 1．0 mg／L+KT 0．5 

mg／L；MS+2，4-D 1．0 mg／L十NAA 0．1 mg+KT 1．0 rag／L；MS+2，4一D 1．0 mg／L+KT 1．0 

mg／L；MS+2，4-D 2．0 n ／L+ NAA 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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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约果(Feijoa sellowiana Berg．)，又名肥吉果、菲油 

果、南美稔、凤梨番石榴等，桃金娘科，费约果属，原产于 

南美洲的乌拉圭、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的山野_1]，它是 
一 种常绿亚热带灌木或小乔木，叶面光滑有光泽，叶脉 

清晰，叶背银白色有毛绒。花为两性花，单生或丛生，有 

4片肉质、卵圆形凹进的花瓣，花瓣外围为白色，内部略 

带紫红色，可食用。有丛状、直立紫色的雄蕊，花丝顶端 

为圆形金黄色花药。果实为长椭圆形、卵圆形或梨形， 

花萼一直附着于果实顶端。果皮薄且有白色绒毛覆盖 

直到果实成熟时才变为暗绿色或黄绿色，有时有红色或 

橙色光泽口]。在幼果期果实散发出持久而强烈的香味， 

成熟时更加显著。果肉厚实，白色、多汁、半透明，种子 

包埋其中，味甜或略带酸味，其香味为风梨和番石榴的 

混合或凤梨和草莓的混合。费约果叶片可治痢疾和霍 

乱[1 ；其枝叶经修剪后，会释放令人愉快的芳香气体，有 

益于人体健康 。 

在我国浙江、南京等地有少量费约果引种，但尚未 

形成商品化栽培格局。费约果一般采用播种繁殖，也可 

采用扦插、压条及嫁接法，但使用后3种方法繁殖困难、 

增殖速度慢。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苗木，能够克服繁 

殖材料短缺的不足，在短时间内繁育出大量苗木供生产 

上推广，然而费约果的花器官组织培养技术在国内尚未 

见报道。该试验通过诱导不同花器官愈伤组织的初步 

研究，旨在为费约果快速繁殖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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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 

材料采集于从新西兰林肯大学引种的2 a生费约果 

嫁接苗含苞待放花蕾，全部试验在四川省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完成。 

1．2 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方法及培养条件 在晴天从田间选 

取含苞待放花蕾，用湿沙布保湿带回实验室。用洗衣粉 

将其洗刷干净后，用自来水冲洗 30 min，然后将材料转 

移到超净工作台内，用 75 酒精浸泡 3O S，无菌水洗两 

次，用 0．1 9，6升汞加1～2滴吐温一8O，不断摇动，表面消毒 

6 min后用无菌水洗3次，再消毒4 rain后用无菌水洗 6 

次，最后用无菌滤纸吸干材料表面水分。将已消毒并干 

燥的花蕾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操作，将子房、花药、花瓣 

和雄蕊分别进行接种。培养基均含 30 g／L蔗糖、 

8．5 g／L琼脂，除花丝外均添加 2 g／L活性炭，pH为 

5．8，培养温度为25℃，光照度为 1 500~2 000 lx，光照时 

间为 12 h／d。 

表 1 诱导愈伤组织正交设计方案 (3 ) 

l(O．5) 

1(0．5) 

1(O．5) 

2(1．0] 

2(1．0) 

2(1 0] 

a(2．O) 

3(2．O) 

3(2．0) 

1．2．2 外植体和培养基的选择 以2，4-D、NAA、KT作 

为参选因素，每因素采取 3个水平，选用正交设计表 

(3。)进行组织培养设计方案(见表 1)，除子房每个处理 

接种15枚外植体外，其它每个处理接种2o枚外植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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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3次。接种50 d后统计接种到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 

基上的花萼、花瓣、子房、雄蕊的染菌率、褐化率和愈伤 

组织诱导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组合对子房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2可知，参试培养基中子房愈伤组织诱导率最 

高为100 9／6，最低为53．33 ，且每个处理的染菌率和褐 

化率均为0 。不同激素组合均可诱导子房外植体产生 

愈伤组织，但诱导率有差异，其中2、4．5、7号处理的愈伤 

组织诱导率均达到 了 100 ；6号处理的诱导率最低为 

53．33 ；在 1、6、8号处理的3个组合中，培养基均没有 

加入 KT，其愈伤组织诱导率均比加入 KT的组合偏低， 

说明KT在子房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中2、4、5、7号处理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均为 100 9／6，但 4 

号处理的子房愈伤组织出现最早且长势最好，故最优培养 

基为 MS+2，4-D 1．0 m~／L+KT 0．5 mg／L。 

表 2 不同激素组合对子房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3可知，在子房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因素 

NAA、KT影响较大，达到显著水平，因素 2，4-D的影响 

较小，未达到显著水平。因素主效应是指各因素水平之 

间的差异，由因素主效应多重比较结果可知：因素2，4一D 

不同水平间愈伤组织诱导率差异不显著。在因素 NAA 

中，只有1水平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显著高于3水平；其余 

水平问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差异不显著。在因素KT中， 

2水平，3水平愈伤组织诱导率均显著于 1水平。由此 

可见，各因素的影响显著性依次为KT>NAA>2，4一D。 

表 3 子房愈伤组织诱导的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注：小写字母代表0．05差异显著性水平，大写字母代表0．01差异显著性水平， 

具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具有不 同字 母表示差异显著。 代表差异显著性水 

平， 代表差异极显著性水平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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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激素组合对花瓣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4可知，参试培养基中花瓣愈伤组织诱导率最 

高为88．33％，最低为31．67 。费约果花瓣形成的愈伤 

组织受培养基中激素的种类和浓度的影响。8号和 9号 

处理接种的外植体出现了染菌的情况，在接种的外植体 

周围长有淡黄色的菌类 。其中 9号处理的染菌率高于 8 

号处理，染菌率为 31．67 。根据愈伤组织诱导率可得 

到花瓣愈伤组织诱导最优培养基为配方 5：MS+2，4-D 

1．0 n~／L+NAA 0．1 mg／L-+-KT 1．0 mg／I 。 

表 4 不同激素组合对花瓣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由表 5可知，在花瓣愈伤组织诱 导过 程中，因素 

2，4一D影响最大，达到显著水平，因素 NAA、KT均未达 

到显著水平。在因素2，4一D中，只有2水平的愈伤组织 

诱导率显著高于3水平；其余水平间的愈伤组织诱导率 

差异不显著。因素 NAA不同水平间愈伤组织诱导率差 

异不显著。因素KT中，2水平，3水平愈伤组织诱导率 

均显著于l水平。由此可见，各因素的影响显著性依次 

为2，4一D>KT>NAA。 

表 5 花瓣愈伤组织诱导的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表 6 不同激素组合对花萼愈伤组织诱导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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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褐化率较高，愈伤组织诱导率相对较低，Sant Sc ， 

J Canhot M 等人也有此报道，该试验采用费约果的不 

同花器官(子房、花瓣、花萼、雄蕊)作为外植体进行接种 

时，其染菌率较低，几乎没有褐化现象存在，愈伤诱导率 

明显高于用带芽嫩茎和嫩叶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因此， 

费约果的花器官是进行组织培养的好材料，但究竟哪部 

分花器官是组培快繁的最佳外植体及对于愈伤组织诱 

导成苗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该试验结果高于Suzana等人[8]所报道的诱导率。 

另外，花萼的诱导效果也较好。在 Suzana等人的报道中 

只有雄蕊能够诱导出不定芽，希望通过优化试验条件， 

使其它花器官也能够诱导成苗。 

4 结论 

获得费约果组培愈伤组织诱导率高的最优培养基 

分别是 ：子房愈伤组织诱 导最优培养基为 MS十2，4一D 

l1 0 mg／L+KT 0．5 mg／L；花瓣愈伤组织诱导最优培养 

基为 MS+2，4一D 1．0 mg／L+NAA 0．1 mg／I +KT 

1．0 mg／L~花萼愈伤组织诱导最优培养基为MS+2，4一D 

l_0 mg／L+KT 1．0 rng／L；雄蕊愈伤组织诱导最优培养 

基为 MS+2，4-D z．
。 H L+NAA 0．1 mg／L。4种外 

植体均能形成愈伤 织，但愈伤组织的发生率表现差 

异。不同花器官子房外植体诱导率最高，花萼和雄蕊次 

之，花瓣愈伤诱导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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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ower Organs of Feijoa on the Callus Induction 

WANG Dan，ZHOU Li-juan，HUANG Hai-tao，ZHAN G Xiao-xue，YUAN Tao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Sichuan 62101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quick propagation of F~ijoa，the explants were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flower organs of 

Feijoa．The effects of 2，4-D，NAA and KT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n callus induction of 

Feijoa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orthogonal design (3。)．The data were subjected to variance analysis and multiple 

comparison．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alluses were induced from the four explants，but the rate of callus induction 

was different．The optimum media of callus induction were MS+KT O．5 mg／L+2，4一D 1．0 mg／L；MS+KT 1．O 

m L+2，4一D 1．O m L+NAA 0．1 rng／L；MS+KT 1．0 rag／L+2，4一D1．0mg／L；MS+2，4-D 2．0 mg／L+NAA O．1 

mg／L in ovary，petal，calyx，stamen． 

Key words：Feijoa sallowiana Berg；Flower organs；Callus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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