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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薄荷品种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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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正交实验设计,研究了诱导培养基中 6 - BA、NAA 和 VC浓度及基本培养基类型 4 个因素对薄荷(Mentha
haplocalyx Briq.)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并研究了增殖培养基中 6 - BA、 NAA、 IBA 和

2,4 - D 浓度对愈伤组织增殖的影响,筛选出适宜于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和增殖的最适培养基。
结果表明,培养基中 6 - BA、NAA 和 VC浓度及基本培养基类型对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和褐

化率均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同品种适宜的培养基配比有一定的差异;NAA 浓度对品种‘687’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作用显著,影响品种‘沪 39’愈伤组织诱导的主要因素是 VC浓度和基本培养基类型。 适宜于品种‘687’叶片愈伤

组织诱导的培养基为含 0. 5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的 B5培养基,适宜于品种‘沪 39’ 愈伤组织诱导

的培养基为含 1. 5 mg·L - 1 6 - BA、 1. 5 mg·L - 1 NAA 和 100 mg·L - 1 VC的 1 / 2MS 培养基, 均含 5. 5 g·L - 1

琼 脂 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 2 个品种叶片愈伤组织增殖所需的生长调节剂浓度及比例也有一定

的差异,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有利于愈伤组织的增殖,品种‘687’ 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增殖的适宜培养基分

别为 B5培养基和 1 / 2MS 培养基,均含 2. 0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以及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

蔗糖(pH 5. 5 ~ pH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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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s of 6-BA, NAA, VC and type of basic medium in induction medium on
induction of leaf callus from two cultivars ‘687’and ‘HU 39’ of Mentha haplocalyx Briq. were studied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 and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s of 6-BA, NAA, IBA and 2,4-D in multiplication
medium on multiplication of the callus were also researched, and the best media for induction and
multiplication of leaf callus from ‘ 687 ’ and ‘ HU 39 ’ were se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6-BA, NAA, VC and type of basic medium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induction rate
and browning rate of leaf callus, but the suitable proportion of medium for the two cultivars is not the
same. The effect of NAA concentration on callus induction from ‘687 ’ leaf is significant, and VC
concentration and basic medium type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callus induction from ‘HU 39’ leaf .
The best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of ‘687’leaf is B5 medium containing 0. 5 mg·L - 1 6-BA and 1. 5
mg·L - 1 NAA, the best medium for that of ‘HU 39’leaf is 1 / 2MS medium containing 1. 5 mg·L - 1 6-
BA, 1. 5 mg·L - 1 NAA and 100 mg·L - 1 VC, both of the two media have 5. 5 g·L - 1 agar and 30
g·L - 1 sucrose ( pH 5. 5 - pH 5. 8). Amount of growth regulators needed for multiplication of leaf
callus of the two cultivars is different, and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cytokinin is favorable f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eaf callus. The best callus multiplication medium for ‘687’ and ‘HU 39’ leaf is B5

medium and 1 / 2MS medium, respectively, and both of the two media contain 2. 0 mg·L - 1 6-BA, 1. 5
mg·L - 1 NAA, 5. 5 g·L - 1 agar and 30 g·L - 1 sucrose (pH 5. 5 - pH 5. 8).

收稿日期: 2009 - 01 - 05
基金项目: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I06A12 - 12); 江苏省高技术研究项目(BG2005317)
作者简介: 于　 盱(1984—),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和育种研究。
①通讯作者 E-mail: lwlcnbg@ mail. cnbg. net



Key words: Mentha haplocalyx Briq.; callus; induction; multiplication; culture medium

　 　 薄 荷 ( Mentha haplocalyx Briq.) 为 唇 形 科

(Labiatae)薄荷属(Mentha L.)多年生草本植物,是
重要的香料植物和中药材。 薄荷以干燥的地上部分

入药,常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目赤、喉痹及风疹等

症[1]。 薄荷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中国的主产区为

江苏省和安徽省。 中国的薄荷产品以香气纯正、异
味少而享誉世界,但由于长期连作栽培,品种退化严

重,品质下降,国际市场多被印度和巴西等国抢

占[2],因此,急需对国内现有薄荷品种进行改良和

选育。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薄荷属植物进行新品种的

选育, 既可以保持薄荷优良性状的稳定遗传、防止

品种退化,也可为薄荷属资源的遗传转化和微型种

质资源库的建立创造条件[3]。 有关薄荷属植物组

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较多报道[3 - 7],但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存在外植体的污染、褐变及组

培苗玻璃化等问题,使其应用推广受到一定的限制。
愈伤组织培养是优良品种选育的有效生物技术

手段之一,通过愈伤组织培养可以产生染色体加倍、
耐盐和耐旱等突变体植株,也是转基因和体细胞杂

交等技术的重要环节,因而,愈伤组织培养也是目前

薄荷组织培养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之一。 薄

荷组织中含有大量的多酚类成分,诱导出的愈伤组

织存在易褐化和再生率低等问题,通过培养条件的

优化可以解决以上问题,而目前国内对薄荷愈伤组

织诱导和增殖培养条件优选的研究较少[8 - 9]。 作者

以薄荷品种‘687’和‘沪 39’(‘HU39’)叶片为外植

体,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增殖培养条件进行了筛选,
以期为薄荷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的提高和褐化率的

降低提供实验基础,也为薄荷的生物技术育种提供

技术支撑。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供试薄荷品种为‘687’ 和‘沪 39’,其中‘687’
于 2003 年 5 月引自浙江杭州,‘沪 39’于 2003 年 4
月引自安徽太和。 在第 2 年早春尚未萌发之前选择

白色粗壮、节间短、无病害的根茎作种根,扩大繁殖,
在出苗后进行 2 ~ 3 次去杂,适时浇水追肥。

1. 2　 方法

1. 2. 1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筛选的正交实验　 愈

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的筛选采用 L9(43)正交实验设

计,设置 6 - BA 浓度、NAA 浓度、VC浓度及基本培

养基类型 4 个因素,其中, 6 - BA 浓度为 0. 5、1. 0
和 1. 5 mg·L - 1; NAA 浓 度 为 0. 5、 1. 0 和 1. 5
mg·L - 1;VC浓度为 0、100 和 200 mg·L - 1;基本培

养基类型为 1 / 2MS、MS 和 B5,共 9 组处理。 各培养

基均含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于 121 ℃灭菌 20 min。

于 2008 年春季分别采集薄荷品种‘687’和‘沪
39’最靠近顶芽的全展叶片,先用洗衣粉溶液浸泡

15 min 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接种前用体积分数

75%乙醇浸泡 40 s,最后用质量体积分数 0. 1%
HgCl2溶液灭菌 7 min,无菌水冲洗 3 ~ 4 次。 将叶片

切成边长 0. 5 cm 的小方块,叶背面朝下接种在按上

述实验设计配制的固体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1 个外

植体,每处理 30 瓶,于温度 25 ℃、黑暗条件下培养,
30 d 后统计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及褐化率。
1. 2. 2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的筛选实验　 分别以

B5和 1 / 2MS 培养基为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

伤组织增殖的基本培养基,均含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于 121 ℃灭菌 20
min。 调整培养基中的 6 - BA、NAA、IBA 和 2,4 - D
浓度,配制成 15 组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 其中,
6 - BA 浓度分别为 0. 5、1. 0、1. 5 和 2. 0 mg·L - 1;
NAA 浓度分别为 0、0. 5、1. 0、1. 5 和 2. 0 mg·L - 1;
IBA 浓度分别为 0、1. 5 和 2. 0 mg·L - 1;2,4 - D 浓

度分别为 0 和 0. 2 mg·L - 1。 将培养 15 d 的‘687’
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分别转入上述增殖培养基

中,在温度 25 ℃、每天光照 8 ~ 10 h、光照度 1 500 ~
2 000 lx 条件下培养。 每种培养基接种 20 瓶,每瓶

接种 1 块愈伤组织,2 次重复。 30 d 后观察愈伤组

织的生长及褐化状况,计算愈伤组织增殖率。
1. 3　 评价指标及数据分析

愈伤组织的诱导率、褐化率和增殖率按下列公

式计算:诱导率 = (诱导出愈伤组织的叶片数 /接种

叶片数) × 100% ;褐化率 = (褐化的愈伤组织数 /接
种愈伤组织数) × 100% ;增殖率 = (培养结束时愈

伤组织鲜质量 /接种时愈伤组织鲜质量)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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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采用 SPSS 10. 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

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和分析

2. 1　 薄荷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筛选的正交实

验结果

培养基中添加的激素类型及浓度、VC浓度和基

本培养基类型对品种‘687’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和褐化率均有一定的影响(表 1)。 由 R 值可以看

出,4 个因素对品种‘687’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和褐

化率的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NAA 浓度、基本

培养基类型、6 - BA 浓度、VC浓度。 由 K 值可以看

出,在添加了 0. 5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的 B5培养基中,‘687’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最高;在添加了 0. 5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的 1 / 2MS 培养基中,‘687’叶片愈伤组织的褐

化率最低。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除了 NAA 浓度对

‘ 687 ’ 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有显著影响外, 其 他

因素对其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均不显著;4个因素

表 1　 薄荷品种‘687’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筛选的正交实验结
果
Table 1　 Result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on medium selection for
callus induction from Mentha haplocalyx ‘687’ leaf

编号
No.

因素和水平1)

Factor and level1)

A B C D

诱导率 / %
(Ⅰ)

Induction
rate

褐化率 / %
(Ⅱ)

Browning
rate

1 0. 5 0. 5 0 1 / 2MS 41. 0 57. 1
2 0. 5 1. 0 100 MS 55. 6 55. 5
3 0. 5 1. 5 200 B5 97. 5 40. 0
4 1. 0 0. 5 100 B5 30. 0 69. 0
5 1. 0 1. 0 200 1 / 2MS 60. 4 41. 4
6 1. 0 1. 5 0 MS 74. 0 50. 0
7 1. 5 0. 5 200 MS 1. 0 80. 0
8 1. 5 1. 0 0 B5 67. 4 47. 0
9 1. 5 1. 5 100 1 / 2MS 68. 0 50. 0

KⅠ1 64. 7 24. 0 60. 8 56. 5
KⅠ2 54. 8 61. 1 51. 2 43. 5
KⅠ3 45. 5 79. 8 53. 0 65. 0
RⅠ 19. 2 55. 8 9. 6 21. 5

KⅡ1 50. 9 68. 7 51. 4 49. 5
KⅡ2 53. 5 48. 0 58. 2 61. 8
KⅡ3 59. 0 46. 7 53. 8 52. 0
RⅡ 8. 1 22. 0 6. 8 12. 3

　 1)A: 6 - BA 浓度 Concentration of 6-BA(mg·L - 1); B: NAA 浓度
Concentration of NAA(mg·L - 1); C: VC浓度 Concentration of VC
(mg·L - 1); D: 基本培养基类型 Type of basic medium.

对其愈伤组织褐化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由于在 B5

和 1 / 2MS 培养基中褐化率均较低,且培养基类型对

褐化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选择 B5为‘687’愈伤组

织诱导的基本培养基。综合以上结果,选择添加

0. 5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的 B5培养

基(含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为‘687’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培养基。

培养基中的 NAA 浓度、6 - BA 浓度、VC浓度及

基本培养基类型对品种‘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诱

导率和褐化率均有一定的影响(表 2)。 4 个因素对

‘沪 39’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响效应由大至小

依次为:VC 浓度、基本培养基类型、NAA 浓度、6 -
BA 浓度,对褐化率的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VC

浓度、NAA 浓度、基本培养基类型、6 - BA 浓度。 由

K 值可以看出,在添加了 1. 5 mg·L - 1 6 - BA、1. 5
mg·L - 1 NAA 和 100 mg·L - 1 VC的 1 / 2MS 培养基

中,‘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在添加了

1. 0 mg·L - 1 6 - BA、 1. 5 mg·L - 1 NAA 和 100
mg·L - 1 VC的 1 / 2MS 培养基中, ‘沪 39’叶片愈伤

组织的褐化率最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6 - BA、

表 2　 薄荷品种‘沪 39’ 叶片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筛选的正交实验
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on medium selection for
callus induction from Mentha haplocalyx ‘HU39’ leaf

编号
No.

因素和水平1)

Factor and level1)

A B C D

诱导率 / %
(Ⅰ)

Induction
rate

褐化率 / %
(Ⅱ)

Browning
rate

1 0. 5 0. 5 0 1 / 2MS 73. 3 60. 0
2 0. 5 1. 0 100 MS 66. 5 40. 0
3 0. 5 1. 5 200 B5 68. 3 54. 2
4 1. 0 0. 5 100 B5 77. 8 46. 4
5 1. 0 1. 0 200 1 / 2MS 55. 5 50. 0
6 1. 0 1. 5 0 MS 72. 0 50. 0
7 1. 5 0. 5 200 MS 46. 6 63. 3
8 1. 5 1. 0 0 B5 75. 0 100. 0
9 1. 5 1. 5 100 1 / 2MS 94. 7 36. 8

KⅠ1 69. 4 65. 9 73. 4 74. 5
KⅠ2 68. 4 65. 7 79. 7 61. 7
KⅠ3 72. 1 78. 3 56. 8 73. 7
RⅠ 3. 7 12. 6 22. 9 12. 8

KⅡ1 51. 4 65. 9 70. 0 48. 9
KⅡ2 48. 8 63. 3 41. 1 51. 1
KⅡ3 66. 7 47. 0 55. 8 66. 9
RⅡ 17. 9 18. 9 28. 9 18. 0

　 1)A: 6 - BA 浓度 Concentration of 6-BA(mg·L - 1); B: NAA 浓度
Concentration of NAA(mg·L - 1); C: VC浓度 Concentration of VC
(mg·L - 1); D: 基本培养基类型 Type of basic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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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 和 VC浓度及基本培养基类型对‘沪 39’ 叶片

愈伤组织诱导率和褐化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综合以

上实验结果,确定添加了 1. 5 mg·L - 1 6 - BA、1. 5
mg·L - 1 NAA 和 100 mg·L - 1 VC的 1 / 2MS 培养基

(含有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为‘沪 39’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培养

基,在该培养基上,‘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和褐化率分别为 94. 7%和 36. 8% 。
在实验中还观察到,薄荷叶片在适宜的培养基

上一般培养 7 d 开始出现膨大卷曲现象,10 d 后叶

片边缘切口及叶脉处最先出现黄色颗粒状的致密愈

伤组织。 在各自的最适培养基上,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率都可达到 90% 以上,并
且愈伤组织的出现时间、颜色及质地都相似;在品种

‘687’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过程中需要较高浓度的

生长素及较低浓度的细胞分裂素,而在品种‘沪 39’
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过程中两者的浓度都较高;添
加抗氧化剂 VC对于防止‘687’叶片愈伤组织褐化的

作用不明显,但对品种‘沪 39’有一定的防褐化作

用;B5培养基比 MS 培养基更适合‘687’叶片愈伤组

织的诱导,而 1 / 2MS 培养基对‘沪 39’叶片愈伤组

织的诱导效果更好。

2. 2　 不同培养基对薄荷叶片愈伤组织增殖的影响

薄荷属于芳香类植物,细胞内含有大量的酚类

物质,因此愈伤组织在后期生长过程中易褐化,且不

能正常增殖生长。 在增殖培养基中添加适量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可以降低愈伤组织的褐化程度,使愈伤

组织能正常增殖。 根据不同培养基中薄荷品种

‘687’和‘沪 39’愈伤组织增殖状况可知(表 3),添
加 2. 0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的 B5

培养基和 1 / 2MS 培 养 基(均含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 蔗糖,pH 5. 5 ~ pH 5. 8)分别最有利于

‘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增殖生长。
在实验中还观察到,在不添加任何生长调节剂

的增殖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褐化死亡;在添加了 0. 5
mg·L - 1 6 - BA 的增殖培养基上,大部分愈伤组织

外观呈黄褐色,且增殖率较低;在添加了 1. 0 ~ 2. 0
mg·L - 1 6 - BA 的增殖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呈黄绿

色,当 6 - BA 浓度大于 1. 5 mg·L - 1时愈伤组织增

殖率较高;在添加了 IBA 和 2,4 - D 的培养基上愈

伤组织增殖率较低,前者易褐化,后者愈伤组织的颜

色和质地发生较大改变,呈白色松软状。 在增殖培

养过程中,2 个品种叶片愈伤组织对不同生长调节

剂的反应相似,都需要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表 3　 增殖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薄荷叶片愈伤组织增殖生长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multiplication culture media adding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multiplication growth of callus
from Mentha haplocalyx Briq. leaf

编号
No.

各生长调节剂的浓度 / mg·L - 1

Conc. of growth regulator

6-BA NAA IBA 2,4-D

不同品种的增殖率 / % 1)

Multiplication rate of different cultivars1)

‘687’ ‘HU39’

愈伤组织外观
Appearance of callus

1 0. 5 0. 5 0 0 1. 78c 3. 37bcd 黄褐色,致密 Yellow-brown, compact
2 0. 5 1. 0 0 0 2. 04bc 2. 59def 黄褐色,致密 Yellow-brown, compact
3 0. 5 2. 0 0 0 1. 79c 2. 54cd 黄褐色,致密 Yellow-brown, compact
4 1. 0 0 0 0. 2 2. 39bc 2. 73bcd 白色,松软 White, soft
5 1. 0 0. 5 0 0. 2 3. 27ab 3. 15bcd 白色,松软 White, soft
6 1. 0 1. 0 0 0 2. 45bc 3. 10bcd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7 1. 0 1. 5 0 0 2. 31bc 3. 07cd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8 1. 0 2. 0 0 0 1. 61c 2. 47cde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9 1. 0 0 1. 5 0 2. 11bc 1. 63ef 褐色,致密 Brown, compact
10 1. 5 1. 0 0 0 2. 75bc 3. 21abc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11 1. 5 2. 0 0 0 3. 32a 3. 39abc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12 2. 0 1. 0 0 0 3. 04a 3. 10abc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13 2. 0 1. 5 0 0 3. 63a 4. 79a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14 2. 0 2. 0 0 0 2. 30bc 3. 94ab 黄绿色,致密 Yellow-green, compact
15 2. 0 0 2. 0 0 1. 41c 1. 45f 褐色,致密 Brown, compact

　 1) 数据为 3 次重复的平均值 The datums are the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同列中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 05); 用于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增殖培养的基本培养基分别为 B5培
养基和 1 / 2 MS 培养基(均含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 The basic medium used for callus multiplication of ‘687’
and‘HU39’leaf is B5 medium and 1 / 2 MS medium, respectively, both containing 5. 5 g·L - 1 agar and 30 g·L - 1 sucrose, pH 5. 5 - pH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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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和结论

在离体条件下植物细胞全能性的实现受到植物

内在遗传因素、所处发育阶段及外界环境的共同影

响[10],外源激素通过内源激素发挥传递开启遗传物

质进行脱分化和再分化等发育表达信号的作用[11],
因此,外源激素的种类及浓度合适与否是愈伤组织

诱导、增殖及分化成败的关键。 师素云等的研究结

果显示[8],以茎尖为外植体,添加了 1. 0 mg·L - 1

NAA 和 0. 4 mg·L - 1 6 - BA 的 B5培养基适合薄荷

品种‘738’愈伤组织的诱导;周伟香等[9]在诱导培养

基中添加 6 -BA 和 NAA 的同时附加了 0. 5 mg·L - 1

2,4 - D,也成功地诱导出了薄荷叶片愈伤组织。
降低培养基中的铵态氮和硝态氮浓度以及加入

抗氧化剂 VC在一定程度上均能降低愈伤组织的褐

化率和推迟褐化时间[12 - 13]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
1 / 2MS 培养基中添加 100 mg ·L - 1VC可以降低品种

‘沪 39’叶片愈伤组织的褐化率。
薄荷品种‘687’和‘沪 39’叶片愈伤组织诱导所

需的激素种类及浓度均有一定的差异,品种‘687’需
要较高浓度的生长素,而品种‘沪 39’则需生长素与

细胞分裂素维持 1 ∶ 1 的浓度比例,推测可能与这 2
个品种具有不同的遗传背景和代谢特点有关。 根据

正交实验结果,确定薄荷品种‘687’叶片愈伤组织诱

导的最适培养基为添加了 0. 5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 的 B5培养基,品种‘沪 39’叶片愈

伤组织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添加了 1. 5 mg·L - 1

6 - BA、 1. 5 mg·L - 1 NAA 和 100 mg·L - 1 VC的

1 / 2MS 培养基,均含有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

蔗糖,pH 5. 5 ~ pH 5. 8。 在愈伤组织增殖阶段,2 个

品种所需的激素浓度及比例也有一定差异,但较高

的细胞分裂素水平有利于叶片愈伤组织的增殖,因
而,品种 ‘687’ 和 ‘沪 39’ 叶片愈伤组织增殖的

适宜培养基分别为添加 2. 0 mg·L - 1 6 - BA 和 1. 5
mg·L - 1 NAA的 B5培养基和 1 / 2MS培养基,均含 5. 5
g·L - 1琼脂和 30 g·L - 1蔗糖,pH 5. 5 ~ pH 5. 8。

在本实验中作者还观察到,在叶片愈伤组织增

殖过程中,个别处理的培养基上可分化出芽,这些芽

从原叶片中间的叶脉处长出,因此不能完全判断是

否实现了脱分化和再分化的过程,且已有研究表

明[8,14 - 17],薄荷属植物的愈伤组织较难分化。 因此,
要实现薄荷愈伤组织再分化和建立高效再生体系,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摸索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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