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芜婪腋芽再生植株和快速繁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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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了影 响腋芽 再生植株与快速繁殖的不 同激素组合
。

结果表明合适配 比的激数组合对

愈伤组 织诱导
、

芽的分化和快繁均有增效作 用
,

有效诱导 其愈伤组织
、

芽分化
、

生根和快繁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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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了芫姿无性 系快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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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婪 C o ir a n d ur m : at iv u m L
.

又称香菜
,

为伞形科植物
。

我国各地均有栽培
。

全草入

药
,

发汗透疹
,

散寒理气
,

健 胃〔 1〕 。

其果实即芫

姜子可 以提取芫婪油
,

用于化脓性疾病创面
,

促进 肉芽生长
。

其茎叶可作为蔬菜
。

该研究

旨在探索其试管苗再生与快繁 的合适条件
,

建立其快繁系统
,

为培育与快繁芫姜优质 品

种奠定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剥取健壮芫要细苗 的腋芽
,

经表 面消毒

后接种于 A
一

F 培养基上
,

诱导 愈伤组织 ; 愈

伤组织植 于 芽分化 培养基 G 上 ; 芽接 种于

H
一

L 培养基上快繁 或者于 M
一

N 培养 基上生

根
,

照光 1 2 h / d
,

光照度 1 5 0 0 l x 一 2 0 0 0 l x
。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
.

1 愈伤组织诱导
:

在 A
一

F 培 养基上培养

1
.

5 周一 2 周后
,

腋芽均会产生淡绿色的愈伤

组织
,

只是不 同种类的培养基对诱导外植体

产生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不同而 已
。

3 周后统

计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如表 1
。

表 1 不 同激素组合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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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 以看出
,

D 培养基的诱导率最

高
,

达 95 %
,

说 明其 中生长素和细胞分裂 素

的配 比较合适
,

诱导愈伤组织的效果 比较好
。

上述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适当配

比对愈伤组织的诱导起增效作用
,

这在其他

人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
,
3 〕 。

2
.

2 芽分 化的调控
:

愈伤 组织块转移 到 G

培养基上
,

经过几天的延迟期后
,

开始快速增

殖
,

质地变得紧密
,

呈现深绿色
。

继代培养后
,

有一部分愈伤组织变为黄褐色
。

此类愈伤组

织再次转移与培养后
,

其生活力下降
,

不容易

分化 出芽
,

因此
,

必须剔除褐色部分后再进行

培养
。

培养 3 周后
,

深绿色的胚性愈伤组织分

化出肉芽状小突起
,

然后逐渐分化成小叶
。

4

周 ~ 5 周时
,

8 0 块愈伤组织块中有 7 4 块分化

芽
,

分化率为 93 %
。

这说明用诱导大豆愈伤

组织分化芽的培养基也能有效地诱导芫萎愈

伤组织分化芽 ` 4〕 。

2
.

3 芽 的快 速繁 殖
:

放于 H
一

L 芽增殖培养

基上 的芽
。

在培养约 4 d 开始膨大
,

变绿
,

叶

片变肥厚
。

培养约 g d 时
,

芽基部产生少许淡

绿色 的愈伤组织
。

随着愈伤组织的增殖
,

其颜

色呈深绿 色
,

表 面出现小 突起
,

有 部分呈瘤

状
。

培养约 16 d 时分化 出绿芽
。

培养约 1 月

时的统计结果如表 2
。

由表 2 可见
,

芽在 H 培养基上生长
,

但

是
,

不产生愈伤组织和增殖芽 ;在 I 与 J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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