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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结缕草成熟胚愈伤组织诱导及

再生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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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胚为外植体!通过胚性愈伤组织诱导进行植株再生$试验结果

表明!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有较大的影响!经研钵研磨去除种子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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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可明显改

善愈伤组织状态!增加胚性愈伤数$筛选继代后的胚性愈伤组织置于分化培养基
./0<=

"

*+

4

%

5

#

0

&88

"

$9*+

4

%

5

#中!分化率达
!6%

$分化后的簇状植株移栽成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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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禾本科画眉草

亚科结缕草族结缕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享

誉世界的暖季型草坪草"因具有抗旱$耐热$耐盐

碱$耐践踏$耐啃食$抗病$节水$低维护$适应性广

的特性作为草坪草而深受欢迎%试验以野生结缕

草为材料"拟探讨多个可能影响野生结缕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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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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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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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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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结缕草成熟胚愈伤组织诱导及再生体系

预处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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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野生结缕草成熟胚接种到
./

培养基上"

在!

1;O1

#

A

黑暗条件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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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开始形成无色透

明的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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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达到出愈高峰%试验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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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其他因素

在不同的组合下均能形成愈伤组织"诱导率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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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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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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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基上所形成的愈伤组织呈淡黄色$颗粒性明显"出

愈数和胚性愈伤数也明显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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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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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培养"大部分愈伤组织都能转化为淡黄色$颗粒

性明显$结构致密的愈伤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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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愈

伤组织转接到分化培养基上很容易分化成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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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胚性愈伤组织分化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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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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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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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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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中%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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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移栽至
*

(

1./0&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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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基中的苗平均高度可达到
19?M+

"根量较

多"且根平均长度可达到
*9:M+

!图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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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打开瓶盖"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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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放在阴凉处

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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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移栽至经高压灭菌的沙质土壤中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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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成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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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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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大量试验结果表明"

1

"

"23

是结缕草属植物

诱导愈伤组织不可缺少的植物激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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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3

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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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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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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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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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愈伤组织

状态最佳%李双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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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缕草愈伤组织诱导

的营养因素优化中得出&培养基类型$酶水解酪蛋

白相对于糖浓度和糖类型对胚性愈伤组织的形成

具有显著作用%作为外源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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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善细胞

内源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二者间比例"促进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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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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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提高了愈伤组织诱

导率"也利于愈伤组织的生长和继代"在诱导培养

基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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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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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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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改善愈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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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组织的诱导率"在分化培养中也能使分化率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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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结缕草的组织培养中"前期的预处理方法

对各类激素功效的发挥具有一定作用%各类激素

的作用具有相对的专一性"激素间的相互组合更

能发挥出其功效%所以将预处理方法与各种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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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从中找到更加高效的

再生植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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