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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不定芽直接诱导及再生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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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目的】建立车前高效 离体植株再生体 系，为车前快速扩繁奠定基础。[方法1以车前无菌苗的下胚轴和子叶为外植体
， 以 MS为 

基本培养基，研究了6-BA、NAA不同配比的培养基对车前下胚轴和子叶不定芽诱导的影响。『结果1Ms碚养基添加 6．BA 2m以 5~7 

d的下胚轴不经过愈伤组织诱导阶段便可直接形成不定芽，不定芽诱导率为80％，每个外植体可产生7-8个不定芽。培养基中添加 

NAA促进不砖根的分化，但影响不定芽的诱导。6-BA与NAA配合使用时，外植体易分化愈伤组织。在添加NAA的Ms培养基上．再 

生苗诱导生根频率为 1130％。将再生植株移栽于盆土中，可获得 100％存活率，且生长良好。『结论1 6-BA促进车前下胚轴直接分化不 

定芽，而NAA则影响不定芽的诱导，在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中应避免添加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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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and Establishment of Regeneration System in P ntago asiatica L． 

ZENG Jian-jun et al (Co~ege of Life Science，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Jiangxi 343009) 

Abstract 【Objective1 The research aimed to establish the high-effective plant regeneration system in vitro in Pfnntago asiat／ca L．and lay the 

foundation of rape propagation of asiaticok 【Method】With the hypecotyls and leaves of P．asiatica asepile seedlings as tested materials and MS 
as basic medium，the effect of the media with different matching of 6-BA and NAA on the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of hypocotyls and leaves 

0f as／at／cn 【Result】The hypocotyls cultured on the MS medium with 2mg／L 6．BA alone for 5～7dcould directly differentiate into the 

adventitious buds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callus induction stage and the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was 80％ and an average of 7 8 

adventitious buds were obtained per explant．Adding NAA on the MS medium could promote adventitious root differentiation．but influenee 

adventitious bud induction、Wheu 6一BA was combined with NAA．the explants were easy to differentiate into callus．Th e rooting induction of 

regenerated seedlings cultured on the MS medium with NAA was 100％．When the regenerated plant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pots they could 

obtain the survival rate of 1oo％ and grow wel1．fConclusion1 6一BA can promote hypocotyls of19．asiat／ca to directly differentiate into adventitious 

buds and NAA can influence adventitious bud induction．so NAA should be avoided to add on the medium of adventitious bud induction． 

Key words Hantago asiat／ca L．；Hypocotyls；Leaves；Direct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车前在江西吉安地区是传统的特种经济作物，然而 自 

1990年以来，车前发生了严重的病害，尤其是车前草穗枯 

病(黑穗病)的危害逐年加剧，这种毁灭性病害严重损害了 

种植户的经济利益。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外源有益基因导 

人植物基因组中表达改良作物品质，是解决车前栽培中病 

虫危害的有效手段，而建立高效再生体系是叶盘法进行外 

源基因遗传转化的重要前期工作。李平等IIj、Mederos等[2-31~ 

后对大车前的微繁作了研究，以胚轴和叶片为外植体建立 

了大车前高效离体培养体系；王秀芝等【4研究了平车前愈伤 

组织的诱导和继代培养；涂艺声[51、王秀芝等『叫已初步建立吉 

安栽培车前离体再生体系，但该再生体系通过愈伤组织分 

化的植株在诱导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异。为此，笔者以车前无 

菌苗的下胚轴和子叶为外植体，研究了不同激素和浓度配 

比对外植体不定芽直接诱导的影响，旨在建立高效离体植 

株再生体系，为车前快速扩繁和利用生物技术对其进行遗 

传改良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车前(江西省吉安县栽培种)。以MS为基本培 

养基，下胚轴及子叶分化培养基附加激素组合浓度如下：6- 

BA 1 ingL，6-BA 2 ms／L，6-BA 1 mg／L+NAA 0．1 megL，6-BA 

1 mg／L+NAA 0．5 ms／L，6-BA 2 mg／L+NAA 0．1 megL，6-BA 

2 mg／L+NAA 0．5 mg／L，分别记为 1号、2号 3号、4号、5 

号、6号。生根培养基为分别附加NAA 0．1、0 5、1 0 mdL的 

MS培养基。培养基中添加 3％蔗糖及 0．8％琼脂，pH值 

5．8，温度(25±2)℃，光强2 000 lx，每天 16 h光／8 h暗的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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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条件下培养。 

1．2 方法 

1。2．1 不定芽诱导，取车前种子用洗衣粉浸泡 30 min，流水 

冲洗约 1 h，转入超净工作台用浓度 7O％酒精浸泡 3O s，无 

菌水冲洗 1次。再用浓度 0．1％升汞表面消毒 6～8 min，倾去 

药液，再用无菌水漂洗 6～8次，以灭过菌的滤纸吸干材料上 

的水滴。消过毒的种子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不含激素的MS 

基本培养基上，暗培养 5 d后转移至光下培养。待无菌苗长 

出 15 d后，切取下胚轴 l～2 cm的小段，子叶外植体剪成约 

0．5 cmz，接种到含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上。观察和记录试 

验情况，4周后计算不定芽诱导率。 

1．2．2 再生苗的生根、炼苗与移栽。将生长高度 3 cm以上 

的再生苗从外植体上切下，当幼苗产生 3～5条发达的根系 

后，移去封口膜，敞开瓶盖 ，炼苗 4 d，选取生长健壮的再生 

植株 ，洗净根部残留的培养基，移栽于塑料盆钵中，自然光 

下保湿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组合对下胚轴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接种 8～ 

10 d左右，1、2号培养基，外植体切口处及中段膨大，l4一l7 

d后有绿色芽点产生(图 1)。2周后 3-6号培养基中下胚轴 

也见膨大，并且绿色愈伤组织开始分化芽点。培养基激素组 

合与浓度配比不同，对下胚轴不定芽的诱导效果有较大差 

异。单独使用 6-BA时下胚轴不定芽诱导时间早，且 6-BA浓 

度为 2 ntg／L时不定芽诱导率最高为 80％(表 1)，当配合 

NAA使用时，外植体易分化愈伤组织，且NAA浓度越高愈 

伤化程度越深 ；随继代培养时问增加，在添加 NAA的培养 

基中外植体极易分化不定根，影响不定芽的分化。 

2．2 不同激素组合对子叶不定芽诱导的影晌 将无菌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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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为下胚轴直接诱导不定芽；2为不定芽诱导；3为生根苗。 

Note：h Adventitious bud directly induced by hypoeotyls；2：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3：Seedlings with roots． 

图 1 车前不定芽直接发生再生体系 

Fig．1 Regeneration system of direct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 in Plantago asiatica L． 

表1 不同激素浓度对下胚轴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显促进作用。在添加 NAA的培养基 中，车前 F胚轴和叶片 

Table 1 Effects ofhormone concentrations on induction of 都极易形成愈伤组织并再分化形成不定根，影响不定芽的 
ad en“u0u ud in hypocotyls 诱导

，所以在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中应避免添加 NAA，这可 
—

N

— 荠雪 ———1嗣研酉雨 ——— 弭啐 一 能与车前离体组织本身含有内源生长素有关
。o ofc ． ulture medium No．ofinoculated explains Average induction rate H匕— 十 Hu l H‘：丑 、 ／'口 H r 、工  力 H／ 。 

1 24 73 愈伤组织的细胞生长速度较快，细胞周期短，染色体发 
27 8 

，

0

3 22 生变异的机率大，所以 I：I：1愈 lYJ组织分化的+古,rR株容易发生变 32 土叉升口 L千八，∥l̈ 思 f  ̈ 甘，／／J仪土又 

4 24 2 异，在生产中的应用具有局限性。该试验中形成的不定芽未 
23 20

6 25 经过愈伤组织阶．ImN-，而是通过诱导 I：H下Bnil l ：lltl直接产生的。南 3 f ，⋯J疋 ，寸 l’ 且坎 土口 o rr】 

子叶接种到不同培养基中培养，8 d后子叶切口处开始膨 器官直接分化的不定芽发生变异的机率小，能够保持无菌 

大，15 d后子叶切口分化 绿色愈伤组织(图 1)，但一直未 苗的优良性状，为吉安栽培车前通过基因T程技术培育新 

见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随培养时间延长，由切口处分化的 抗病品种建立了一条高效离体培养体系。 

愈伤组织逐渐褐化，部分直接分化大量不定根。 参考文献 

2．3不定芽诱导生根情况 不定芽形成的再生苗在附加 f1】妻 华，李银心．大车前体外再生体系的建立和优化lJl_生物工 

不同浓度NAA的MS培养基上生长14 d后统计生根情况， 『21 蒿 ? M． 。 l 。 删 
结果发现车前再生苗生根非常容易(图 1)，3种生根培养基 major L：Use of shoot tip explants．／n vitro plant．／n vitro celllJ1． 

中不定芽均分 大量生长健壮的不定根 。因此 ，用 Ms+NA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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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数字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 、日、时刻和各种计数和计量 ，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 1990年不能写成 90 

年，文中避免出现“去年”、“今年”等写法。小于 1的小数点前的零不能省略，如 0．245 6不能写成．245 6。小数点前或 

后超过4位数(含 4位数)，从小数点向左右每 3位空半格，不用“，”隔开。如 18 072．235 71。尾数多的(5位以上)的 

数字和小数点后位数多的小数，宜采用xl0n(n为正负整数)的写法。数字应正确地写出有效数字，任何一个数字，只 

允许最后一位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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