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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长诱导值筛选地灵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肖娅萍, 王孝安, 胡雅琴
(陕西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 以地灵根状茎为外植体, 引入综合定量指标—生长诱导值筛选愈伤组织

诱导培养基。结果表明: 生长诱导值具有简单、直观、量化、实用的特点。不仅有利于研究人员定量

比较观察, 而且有助于经验较少的研究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选择培养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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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 培养基的种类、成分很多,

这些成分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作用, 所以研究时应

找出最佳培养基及最适合的条件。多数研究者用单

因素试验法进行培养基筛选[ 1 ] , 部分研究人员用正

交试验设计[ 2 ]。但是, 在确定最佳培养基时, 均用定

性指标或经验观察值。本文选取唇形科 (L ab ia tae)

水苏属 (S tachy s) 植物地灵 (S tachy s sp. ) 为研究材

料, 采用综合定量指标—生长诱导值确定最佳培养

基, 不仅有利于定量比较观察, 而且有助于经验不足

者在短时间内掌握选择培养基的方法。

地灵原产我国北部, 种植历史悠久。研究发现,

地灵含有丰富的水苏糖, 是一种双歧因子低聚糖, 是

低聚糖类中惟一能从植物中大量提取的天然产物,

具有明显而独特的生物活性和优良的理化特性及纯

正的口感, 与其他经发酵生产的低聚糖相比, 有其明

显优势。能调节人体微生态环境, 促进钙吸收, 降低

胆固醇, 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老年骨质疏松、糖尿病

等多种疾病, 具有良好的保健和药用价值, 最适老

人、非母乳喂养儿和亚健康者, 市场前景广阔[ 3 ]。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　料

本研究所用材料采自河南省洛阳地区, 标本经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教研室田先华副教

授鉴定。外植体为根状茎。

112　方　法

1121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外植体流水冲洗 1～ 2 h

后, 剪成茎段, 置于三角瓶中, 70% 酒精处理 15～ 20

s, 0. 1% 升汞进行表面消毒 7～ 15 m in, 无菌水冲洗

5～ 6 次, 除去消毒液, 在无菌条件下接种于起始培

养基上。

1. 2. 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1) 起始培养基　采用 1ö2 M S 培养基, 不添加

任何激素, 附加 2% 的蔗糖, 0. 5%～ 0. 8% 的琼脂

粉。调节培养基pH 5. 8～ 6. 2, 于 1. 1 kgöcm 3 压力和

121℃下灭菌 25～ 35 m in。

2) 诱导及增殖培养基　为观察培养基成分对

外植体生长发育、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我们采用 3

因素 (培养基、细胞分裂素、生长素)、3 水平 (以M S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大量元素略加变化成 3 个水

平;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分别采用BA 和 IBA , 每种

生长素取 3 个浓度) 的正交设计, 设置了 9 组培养

基, 用于诱导愈伤组织的发生。培养基附加有 3% 的

蔗糖, 0. 5%～ 0. 8% 的琼脂粉, pH 5. 8～ 6. 2。

3) 培养条件　培养室的温度保持 25±3℃, 每

天光照 10～ 12 h, 照度为 2 000～ 3 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见表 1。

培养21天后, 3～ 7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均未



表 1　地灵根状茎愈伤组织的生长及诱导统计表

Tab. 1 　 The sta tist ic tabula tion of growth and

inducem en t of ca llus carc inogen ic

rh izom e of S tachys sp.

培养基
序号

未褐化外
植体ö%

诱导率
ö%

生长势 诱导值

1 19 25 20 21

2 10 24 20 18

3 100 100 100 100

4 100 87 80 89

5 100 89 100 96

6 100 92 60 84

7 100 93 80 91

8 75 92 40 69

9 10 75 20 35

　　注: 表中接种外植体数为 45; 未褐化外植体为培养 21

天后, 愈伤组织生长势采用等级得分法, 长势旺盛记 100, 良

好记 80, 一般记 60, 较差记 40, 差记 20。

褐化, 8 号培养基中外植体有 25% 褐化, 而 1, 2, 9 号

培养基则较差, 80% 以上的外植体褐化。就愈伤组织

的诱导而言, 3 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均诱导出愈伤

组织, 4～ 8 号培养基诱导率在 90% 左右, 9 号为

75% , 而 1, 2 号愈伤组织诱导率仅为 25% 左右。从

愈伤组织的生长势来看, 3, 5 号培养基中的愈伤组

织长势旺盛, 呈绿色, 部分略发白; 4, 7 号愈伤组织

长势良好, 愈伤组织略呈黄绿色; 6 号愈伤组织长势

一般, 愈伤组织略呈黄褐色, 且边缘略干燥; 8 号培

养基中的愈伤组织长势较差, 呈黄褐色, 表面较干

燥, 边缘收缩状; 1, 2, 9 号愈伤组织生长势最差, 呈

褐色, 表面干燥。

为了用尽可能少的试验组合来筛选最佳培养

基, 我们引入了生长诱导值的概念, 应用该值来选择

培养基。生长诱导值为培养一定时间 (本文采用 21

天)后未褐化外植体的百分数、愈伤组织诱导率及愈

伤组织生长势的平均值。

在本研究中, 由表 1 可知: 3 号培养基 21 天后

所有外植体均未褐化, 每个外植体均诱导出愈伤组

织, 而且愈伤组织生长旺盛, 其生长诱导值最大, 为

9 组中最好的一组。其次为 5 号培养基, 尽管其 21

天后所有外植体均未褐化, 愈伤组织生长旺盛, 但其

愈伤组织诱导率仅为 89% , 生长诱导值为 96。2 号

培养基在所有组中是最差的, 培养 21 天后外植体

仅 10% 未褐化, 仅有 24% 的外植体诱导出愈伤组

织, 且愈伤组织生长势差, 其生长诱导值仅为 18。

由此可见, 生长诱导值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它刻

划了地灵组织培养初期愈伤组织诱导与生长阶段的

主要特征。其优越性在于该值计算简单、方便, 结果

直观、实用。应用生长诱导值可快速筛选出最优培养

基。100≥生长诱导值≥0, 在应用中, 最优培养基应

是生长诱导值最大的。

与此同时, 我们还进行了利用地灵组培苗的茎、

叶作为外植体, 采用正交设计法进行愈伤组织诱导,

应用生长诱导值选择培养基的验证试验, 结果显示:

生长诱导值高的愈伤组织诱导率高、生长旺盛, 说明

可利用生长诱导值快速选择培养基。

3　讨　论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 培养基的筛选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植物的细胞分化与脱分化本身是一个

较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 培养基的组分及植物生长

调节物质的种类及浓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直接影响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4, 5 ]。故而常规植物组织

培养首要的问题是找出最佳培养基及最适合的培养

条件。研究人员通常采用单因素试验法或正交试验

设计[ 1, 2 ] , 但在确定最佳培养基时, 均采用定性指标

或经验观察, 这对于初学者来讲是比较难掌握的, 通

常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筛选培养基, 使其成为影响组

培速度的一个限制因素。

在长期的组培实践中, 我们发现外植体的生长、

褐化、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及生长势等之间具有明显

的相关性, 于是引入了生长诱导值的概念。我们所提

出的生长诱导值为培养一定时间 (本文采用 21 天)

后未褐化外植体的百分数、愈伤组织诱导率及愈伤

组织生长势的平均值, 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刻划了

植物组织培养过程初期诱导愈伤组织阶段的主要特

征, 其大小表示了某种植物组织培养中愈伤组织诱

导的状况。该值越大, 表明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及生长

势愈好。在本研究中, 我们应用生长诱导值方便而快

捷地筛选出了地灵根状茎及茎、叶愈伤组织诱导的

最佳培养基。在其他植物 (如桔梗、苦皮滕、南蛇滕、

苹果、葡萄等)的愈伤组织诱导中, 也有类似结果。综

合多次实验结果考虑, 我们认为生长诱导值大于 85

时, 该培养基为较合适的培养基; 若生长诱导值小于

85、大于 60, 此培养基应部分调整; 若生长诱导值小

于 60, 则该培养基应重新设计。 (下转第 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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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cords of butterf l ies of Shaanx i prov ince in
Changq ing nationa l nature reserve

X IN G L ian2x i1, YU AN Zhao2hu i2

(1. L ife science Co llege,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X i′an 710069, Ch ina; 2. T he Bureau of Changqing N ational N atu re R eserve,

Yangx ian Coun ty, Shannx i P rovince 723300, Ch ina)

Abstract: A fauna of bu t terf ly in Changqing N ationa l N atu re R eserve w as conducted in d ifferen t season s

from A p ril to A ugu st 2001. 17 species and 1 fam ily (A craeidae) w ere found to be new reco rds of Shaanx i

p rovince.

Key words: bu t terf lies; Changqing natu ra l reserve; Shaanx i p rovince; new reco rd

(上接第 570 页)

　　在做了多次重复试验后, 我们发现生长诱导值

具有计算方法简单、结果直观、量化、实用的特点。它

不仅有利于研究人员定量比较观察, 而且有助于经

验较少的研究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选择培养基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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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v ing culture m ed ium induc ing ca llus carc inogen ic rh izom e of
S tachys sp. with growth inducem en t va lue
X IAO Ya2p ing, W AN G X iao2an, HU Ya2qin
(L ife Science Co llege, Shaanx i N o rm al U n iversity, X i′an 710062, Ch ina)

Abstract: T he grow th inducem en t va lue, w h ich is a com p rehen sive quan t ita t ive index, w as led in to defin ing

the op t im um cu ltu re m edium. U sing o rthogonal design, the cu ltu re m edium inducing ca llu s w as sieved

w ith the rh izom e of S tachy s sp. as the exp lan t.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e grow th inducem en t va lue ha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sim p le, ob ject, quan t ita t ive and p ract ica l. T he value w as no t on ly advan tageou s to the

research w o rkers quan t ita t ively, bu t a lso conducive to the elem en tary research w o rkers to know the

m ethod sieving the cu ltu re m edium in a sho rt t im e.

Key words: g row th inducem en t va lue; S tachy s sp. ; t issue cu ltu re; op t im um m 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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