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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叶蕨的离体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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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革叶蕨的幼嫩根茎(母株新发生的匍匐茎)、幼嫩叶柄、幼叶作为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研究 

表明，茎段用 HgCI2溶液浸泡 10 min、叶片和I1t-柄用HgC1 溶液浸泡3 min灭菌效果较好；MS+0．5 mg／L IAA+ 

0．1 ms／I NAA最适合诱导形成愈伤组织和幼芽分化；茎段尤其是走茎茎尖是诱导愈伤组织分化为幼苗的最适外 

植体材料；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MS+0．1 mg,／L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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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蕨(Rumohra adiantiformis)，别名铁羊齿、 

丽莎蕨，为三叉蕨科革叶蕨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羽 

状复叶大，翠绿色，边缘有锯齿，最下面的羽片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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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渐缩，外形略成三角状，整体散透皮革般的光 

泽。叶片采后生活时间长，插在水中可以存活一个 

月左右，是插花行业中最受欢迎的切叶材料，目前已 

成为世界范围内首选的切叶植物。革叶蕨是近年从 

国外新引进开发的园艺品种，目前处于种苗繁育阶 

段，仅有少量种苗供应市场，还远远不能满足插花业 

对革叶蕨切叶的需求。有关蕨类植物的组织培养已 

有报道_Jj，但革叶蕨的组织培养还未见报道。因 

芽的诱导分化 

小鳞茎的增殖 

芽的增殖 

—  - — 4 一 

小鳞茎的诱导 

试管鳞苇形成的苗 试管鳞茎苗长大成植株 

圈1卷丹试管鳞茎组织培养过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一 104一 江苏农业科学 2006年第1期 

此，本试验利用草叶蕨幼嫩根茎、叶柄和叶片诱导愈 

伤组织，以期获得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最佳外植体及外植体的最佳消毒方法，为革叶蕨工 

厂化育苗提供技术参数。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材料 试验采用的外植体为革叶蕨幼 

嫩根茎(母株新发生的匍匐茎)、幼嫩叶柄和幼叶， 

革叶蕨引自常州绿杨园艺有限公司，栽植于南京农 

业大学花卉园艺中心温室中。试验前一周不浇水。 

1．】．2 试剂 MS培养基所用卡拉胶、蔗糖和激素 

NAA、IAA、IBA均购于南京鹏程化玻有限公司，试剂 

纯度为分析纯。 

1．1．3 培养基 基本培养基为MS培养基，其中卡 

拉胶5 L，蔗糖 30 L，pH值 5。8，并配合加不同 

组合的NAA、IAA等激素。 

1．2 方 法 

从温室内培养的革叶蕨植株上选取萌生的幼嫩 

根茎和幼叶，用清水冲洗泥沙，去除根茎表面的须根 

和鳞片，在洗衣粉水中轻轻擦洗，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2 h。在无菌条件下 ，先用75％酒精浸泡30 s，无 

菌水冲洗3～4次，再转入0．1％HgC1 溶液，加2滴 

吐温一80，根茎分别浸泡15 min、10 rain、5 min，叶分 

别浸泡5 min、3 min、1 rain，无菌水冲洗7—8次。在 

以上过程中不断摇动，以去除附在外植体表面的气 

泡。用消毒滤纸吸干水珠后，将根茎切成0．3 cm长 

的茎段，叶柄和幼叶切成0．5 cm长的小段接种在诱 

导培养基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菌处理结果 

由于升汞是一种剧毒物质，在升汞处理完后，即 

使用无菌水冲洗7—8次，仍然有少量残留在外植体 

上，导致外植体死亡。升汞浸泡灭菌结果见表 1。 

用升汞浸泡茎段 15 rain、浸泡叶片和叶柄 5 min，外 

植体染菌率虽然很低，但是死亡率过高；浸泡茎段5 

min、浸泡叶片和叶柄 l rain，外植体死亡率大大降 

低，但染菌率却很高，因此，革叶蕨茎段灭菌宜用升 

汞浸泡 10 rain，叶片和叶柄灭菌宜用升汞浸泡 3 

min。 

表 1 升汞浸泡时间对革叶蕨的伤害和染菌情况 

茎段(个) 
浸泡时间 — — — —  

( in’警 染菌数死亡数 植体数 L一 

叶片和叶柄(个) 

藿会釜染菌数死亡数 

2．2 外植体分化 

革叶蕨茎段、叶片和叶柄接种在附加不同浓度 

IAA和NAA的MS培养基上后，均可不同程度地分 

化出芽(表2)。在4组激素浓度中，以2号培养基 

MS+0．5 mg／L IAA+0．1 mg／L NAA的诱导效果最 

好，30 d后愈伤组织诱导率达100％，50 d后愈伤组 

织直接分化成苗率85％。3号和4号培养基对愈伤 

组织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作用十分缓慢，而 1号高 

IAA浓度的培养基则对成芽起抑制作用，出现分化 

停滞现象，最后逐渐发黑趋于死亡。 

2．3 3种不同外植体脱分化程度的比较 

3种外植体接种在上述最优培养基 MS+0．5 

mg／L IAA+0．1 mg／L NAA中，茎尖接种后20d左 

右顶端膨大，逐渐产生一团 GGB(即绿色球状物)， 

其上有针尖状的小突起，以后逐渐长成小芽，培养 

60 d后产生丛生苗。叶柄和叶片出芽慢，且较高频 

率地出现根状结构，培养30 d后切口处先形成少量 

瘤状结构，40d后形成簇生芽，其中叶片在与叶柄 

襄2 不同激素浓度对革叶蕨茎段、叶片和叶柄分化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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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的切口处更易于长芽，而较细小的上部或边缘 

叶片接种后大多褐化，诱导能力弱(表3)。从总体 

上讲，离体组织在此条件下器官分化能力的强弱顺 

序为：茎尖>茎段>叶柄>叶片，这与。肾蕨的研究结 

果 相似。 

表3 3种不同外植体脱分化程度的比较 

2．3 生根培养 

从丛生芽上切取单芽接种于含有不同生长素的 

1／2MS培养基中，25 d后在芽的基部长出不定根。 

观察根的生长情况(表4)，1／2MS+0．1 mg／L NAA 

的生根率最高，为96％，且愈伤组织少，所生根是从 

芽、茎基部切口处直接产生，这种根移栽成活率高。 

由表5可知，随着NAA浓度的增加，芽苗的生根率 

提高，单株生根条数增多。但是当NAA浓度达到 

0．5 mg／L时，生根后的试管苗不生长，基部愈伤组 

织增大变硬，根自愈伤组织上长出，体内没有形成完 

善的输导组织，这种苗不管根量多少，移栽成活率均 

较低。 

表4 不同生长素对革叶蕨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寝5 NAA浓度对革叶藏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2．4 炼苗及移栽 

当试管苗的不定根长 1～2 cm时，即可炼苗。 

将培养瓶移出培养室，在室内去掉培养瓶盖，喷洒少 

量清水，l d后将生根苗从培养瓶中取出，洗净根上 

附着的培养基，按5～10 cm的株行距栽于穴盘或苗 

床中，浇透水。炼苗基质为珍珠岩 ：蛭石=1：1，苗 

床外架塑料拱棚，棚上覆盖黑色遮阳网，使苗处于半 

荫环境中。棚内温度保持在25～30 cI=，湿度 85％ 
一 90％。20—30 d后，拱棚两头开始通风，苗长出6 
～ 7片叶时，移栽到苗圃中。经过多次移栽试验，发 

现保持小苗周围空气湿润、栽培基质湿润、通风良好 

和适宜温度是试管苗移栽成功的关键。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以幼嫩根茎为外植体诱导出芽 

能力和抗升汞能力均强于幼叶，诱导时间也比叶片 

短，且愈伤组织生长速率快，分化率高。其中走茎茎 

尖是诱导愈伤组织分化为幼苗的最适外植体材料。 

同时这些结果也表明，植物某些器官在发育过程中， 

器官或组织与整体分离得越早，再生的可能性 

越高 。 

任何一种植物对激素都有一个最适浓度，当培 

养基中的激素浓度超过最适浓度时，则会对培养物 

起抑制作用，生长和分化缓慢，浓度过高时甚至会导 

致培养物停止生长。低于最适浓度时，则起不到完 

全诱导作用，生长和分化同样缓慢_6 J。适合于草叶 

蕨组织培养的最佳诱导和分化培养基是 MS+0．5 

mg／L IAA+0．1 mg／L NAA，愈伤组织诱导率达 

100％，50 d后愈伤组织直接分化成苗率85％。最 

佳生根培养基为1／2MS+0．1 mg／L NAA，生根率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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