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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叶秋葵愈伤组织诱导及增殖培养的激素组合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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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otyledon and hypocotyl of Abelmoschus sagittifolius (Kurz.) Merr. as explants, the optimal hormone
combinations for induction and proliferation cultures of their calli were se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status of
callus is better with an induction rate of 100. 0% on MS medium (containing 5. 5 g·L-1 agar and 30 g·L-1 sugar,
pH 6. 0) with 1. 0 mg·L-1 2,4鄄D and 0. 1 mg·L-1 KT, so this hormone combination is suitable for callus induction. And
cotyledon is better than hypocotyl as explant for callus induction of the species. The effect of callus proliferation is the best
with an average increment of 9. 74 g per culture bottle on MS medium with 2 mg·L-1 6鄄BA and 1. 0 mg·L-1 NAA, so this
hormone combination is optimal for callus proliferation culture of A. sagittifolius cotyl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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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箭叶秋葵也Abelmoschus sagittifolius(Kurz.) Merr.页又名红花

马宁、铜皮、五指山参、小红芙蓉、岩酸,系锦葵科(Malvaceae)
秋葵属(Abelmoschus Medic.)多年生亚灌木状草本;其根既可食

用又可入药,具有滋养强壮之功效,可用于治疗神经衰弱、头
晕、腰腿痛、胃痛及腹泻等[1] 。

目前,利用愈伤组织悬浮培养生产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物

的研究较多,如:通过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西洋参

(P. quinquefolium L.)、 银 杏 ( Ginkgo biloba L.)、 环 草 石 斛

(Dendrobium loddigesii Rolfe)、 喜树 ( Camptotheca acuminata
Decne.)、高山红景天 ( Rhodiola sachalinensis Boriss.) 和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ucc.)等的愈伤组织分别提取

皂苷、黄酮、总生物碱、喜树碱、红景天甙、白藜芦醇等活性成

分[2-8] 。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秋葵属植物愈伤组织培养的研究

较少,仅见黄秋葵即黄蜀葵也Abelmoschus manihot (L.)Medic.页
再生体系的研究报道[9-10] 。

作者对箭叶秋葵子叶和下胚轴愈伤组织诱导及增殖培养

过程中的激素组合进行了筛选,以其为该种愈伤组织快速培

养体系的建立奠定前期实验基础。

1摇 材料和方法

1. 1摇 材料

箭叶秋葵种子于 2008 年 10 月采自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绿岭镇农田,置于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1. 2摇 方法

1. 2. 1摇 种子前处理及萌发 摇 于 2009 年 6 月进行种子萌发。
种子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用洗衣粉水刷洗片刻,再用自来水

冲洗 8 ~ 10 min,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体积分数 75% 乙醇消

毒 1 min,再用质量浓度 1 g·L-1 HgCl2溶液消毒 13 min,无菌

水洗 4 ~ 5 次;将种子接种到仅含质量浓度 5. 5 g·L-1琼脂的

培养基中,置于(25依2) 益的黑暗条件下进行种子萌发培养,
待子叶露出后接种。
1. 2. 2摇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激素组合的筛选 摇 设 6 个激

素组合: 0. 5 mg·L-12,4-D 和 0. 0 mg·L-1KT、 1. 0 mg·L-1

2,4-D 和 0. 0 mg·L-1KT、2. 0 mg·L-12,4-D 和 0. 0 mg·L-1

KT、0. 5 mg·L-12,4-D 和 0. 1 mg·L-1KT、1. 0 mg·L-12,4-D
和 0. 1 mg·L-1KT 及 2. 0 mg·L-12,4-D 和 0. 1 mg·L-1KT。
将子叶沿主脉剪开、下胚轴剪成 2 段,分别接种到含有不同

激素组合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MS 基本培养基,添加 5. 5
g·L-1琼脂和 30 g·L-1蔗糖,pH 6. 0)上。 子叶片和下胚轴段

分瓶接种,子叶片正接(上表皮朝上)、下胚轴横接(水平放

置) ,每瓶接种4个子叶片或2个下胚轴段,每处理各接种

6 瓶,各处理均接种 24 个子叶片和 12 个下胚轴段。 在温度

(25 依2) 益、光照度 2 000 lx、光照时间 12 h·d-1的条件下培

养,25 d 后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并描述其生长状况。
1. 2. 3 摇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中激素组合的筛选 摇 共设置 8
个激素组合: 1 mg·L-16-BA 和 0. 5 mg·L-1NAA、 2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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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 和 0. 5 mg·L-1 NAA、 1 mg·L-1 KT 和 0. 5 mg·L-1

NAA、 2 mg·L-1 KT 和 0. 5 mg·L-1 NAA、1 mg·L-1 6-BA 和

1. 0 mg·L-1 NAA、 2 mg·L-1 6-BA 和 1. 0 mg·L-1 NAA、
1 mg·L-1 KT 和 1. 0 mg·L-1 NAA 及 2 mg·L-1 KT 和 1. 0
mg·L-1NAA。 采用筛选出的最佳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并以子

叶为外植体诱导出大量愈伤组织,将愈伤组织分成 8 份,分别

接种到含有不同激素组合的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MS 基本培

养基,添加 5. 5 g·L-1琼脂和 30 g·L-1蔗糖,pH 6. 0)上。 每

瓶接种 4 块愈伤组织,每处理 6 瓶。 在温度(25依2) 益、光照度

2 000 lx、光照时间 12 h·d-1 的条件下培养,15 d 后统计愈伤

组织生长量。
1. 3摇 愈伤组织平均生长量的计算

为了准确计算增殖过程中愈伤组织的平均生长量,在增

殖培养瓶中先放入大小适合的无菌滤纸 1 片,称量,记为 Ga;
接种愈伤组织后,称量,记为 Gb;Gb与 Ga的差值为接种质量

(Gc)。 培养结束后,将滤纸上的愈伤组织取出称量,记为 Gd;
Gd与 Gc的差值即为愈伤组织的生长量。 根据每处理各瓶愈伤

组织的生长量总和及瓶数计算愈伤组织的平均生长量。

2摇 结果和分析

2. 1摇 不同激素组合对箭叶秋葵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分别用箭叶秋葵的子叶和下胚轴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

诱导,诱导培养基中不同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率和生长

的影响见表 1。 由表 1 可见:接种 25 d 后,在 6 种含不同激素

组合的诱导培养基中箭叶秋葵子叶和下胚轴的愈伤组织诱导

率几乎都超过 90% ,且诱导率随 2,4-D 质量浓度的提高而增

加,但在不同培养基上愈伤组织的颜色及生长状况差别较大。
诱导自子叶的愈伤组织多呈淡黄色,且黑色物质较少,生长状

况明显优于诱导自下胚轴的愈伤组织;后者多显乳白色,且黑

色物质较多,不适宜用于下一步的研究。 综合比较结果表明:
含有 1. 0 mg·L-12,4-D 和 0. 1 mg·L-1KT 的诱导培养基适宜

于箭叶秋葵子叶愈伤组织的诱导,诱导率可达 100. 0% ,且愈

伤组织生长状况良好。

表 1摇 不同激素组合对箭叶秋葵子叶和下胚轴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Table 1摇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 combinations on callus induction from cotyledon and hypocotyl of Abelmoschus sagittifolius (Kurz.) Merr.

激素质量浓度 / mg·L-1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

2,4-D KT

由子叶诱导的愈伤组织
Callus induced from cotyledon

诱导率 / %
Induction rate

生长状况1)

Growth status1)

由下胚轴诱导的愈伤组织
Callus induced from hypocotyl

诱导率 / %
Induction rate

生长状况1)

Growth status1)

0. 5 0. 0 91. 7 + 83. 3 +
1. 0 0. 0 100. 0 + 91. 7 --
2. 0 0. 0 100. 0 -- 100. 0 --
0. 5 0. 1 95. 8 + 91. 7 +
1. 0 0. 1 100. 0 ++ 100. 0 --
2. 0 0. 1 100. 0 - 100. 0 --

摇 1) ++: 愈伤组织呈淡黄色或乳白色,生长旺盛 Callus grows well with color of light yellow or milky white; +: 愈伤组织呈淡黄色或乳白色,少量愈伤
组织变黑 Callus with color of light yellow or milky white, and little callus blackening; -: 大量愈伤组织变黑 Much callus blackening; --: 全部愈伤
组织变黑 All callus blackening.

2. 2摇 不同激素组合对箭叶秋葵愈伤组织增殖的影响

在含不同激素组合的增殖培养基上箭叶秋葵愈伤组织的

平均生长量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增殖培养基中添加不

同种类及质量浓度的激素组合,箭叶秋葵愈伤组织的平均生

长量有明显差异;在含 6-BA 与 NAA 的培养基中愈伤组织的

每瓶平均生长量都超过 7 g,而在含 KT 与 NAA 的培养基中愈

伤组织的每瓶平均生长量都低于 5. 5 g。 培养 15 d 后,在含有

2 mg·L-16-BA 和 1 mg·L-1NAA 的增殖培养基中愈伤组织

的每瓶平均生长量最大,达到 9. 74 g。

3摇 结摇 摇 论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大多数植物的愈伤组织诱导过程都

需要添加外源激素 2,4-D,添加的质量浓度范围为 0. 001 ~ 10
mg·L-1,但由于遗传背景及代谢途径不同,有些植物也如薄荷

表 2摇 不同激素组合对箭叶秋葵愈伤组织增殖的影响
Table 2 摇 Effect of different hormone combinations on callus
proliferation of Abelmoschus sagittifolius (Kurz.) Merr.

激素质量浓度 / mg·L-1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

6-BA KT NAA

生长量 / g1)
Increment1)

1 0 0. 5 7. 90
2 0 0. 5 7. 17
0 1 0. 5 3. 09
0 2 0. 5 3. 85
1 0 1. 0 7. 51
2 0 1. 0 9. 74
0 1 1. 0 5. 50
0 2 1. 0 2. 80

摇 1)每瓶愈伤组织的平均生长量 Average increment of callus per culture
bottle.

911摇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胡能兵, 等: 箭叶秋葵愈伤组织诱导及增殖培养的激素组合筛选



(Mentha haplocalyx Briq.)页的愈伤组织诱导过程中并不需要添

加 2,4-D[11] 。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仅添加 2,4 -D 的培养基

中,箭叶秋葵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及生长状况较差,而其愈伤组

织诱导的最佳激素组合是 1. 0 mg·L-12,4-D 和 0. 1 mg·L-1

KT,与多数植物愈伤组织诱导条件相似。 另外,不同外植体的

诱导效果也有明显差异,以子叶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效果较好。

研究结果表明:箭叶秋葵愈伤组织在含 6-BA 和 NAA 的

增殖培养基中的平均生长量明显高于含 KT 和 NAA 的培养

基。 在添加 2 mg·L-16-BA 和 1. 0 mg·L-1NAA 的增殖培养

基中每瓶愈伤组织的平均生长量最大,故可将其作为箭叶秋

葵子叶愈伤组织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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