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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叶络石的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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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 、 质量浓度及配比对花叶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茎段和腋芽诱导 、增殖 、 腋芽增殖 、 最佳继代时间和生根的影响进

行探讨 , 旨在建立花叶络石组织培养的再生体系 , 为其产业化生产提供技术平台 。结果表

明:花叶络石较理想的腋芽诱导培养基为MS+BA 3.0 mg·L
-1
+NAA 0.1 mg·L

-1
, 其诱导率

为88%;最佳的腋芽增殖培养基为MS+BA1.5 mg·L
-1
+NAA 0.1mg·L

-1
, 增殖系数为 6 , 继

代周期以 25 d为佳 , 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或 1/2 MS+BA 0.1 mg·L
-1
+NAA 0.1 mg·

L
-1
, 生根率均达到 90%以上。表4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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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 , 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 高层建筑 、 立交道路和山体断面的绿化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攀援 、 垂吊式植物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
[ 1 ～ 4]

。花叶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属于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络石属 Trachelospermun ,是近年从日本引进的优良

色叶植物。花叶络石为常绿木质藤本 , 叶椭圆形至卵椭圆形 , 整个植株叶片由粉色叶 、 白色叶 、 白底

绿斑叶 、绿底白斑叶和绿色叶组成 , 叶色丰富 , 色彩斑斓 , 酷似花 , 非常漂亮 , 且观赏期长 , 是攀

援 、垂直等立体绿化的好材料。花叶络石常用扦插及压条方式繁育种苗 , 但繁殖系数低 , 繁苗速度

慢 , 满足不了生产的需求 , 而且多代扦插容易造成性状退化 , 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

些缺点
[ 5]
。因此 , 开展花叶络石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 对优良种质资源保存及对实现优良品种工厂化生

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花叶络石 1年生枝上的茎尖 、茎段。

1.2　方法　

选取生长健壮 、 无病害的花叶络石 1年生枝的茎段和顶芽为外植体 。外植体先用自来水冲洗干

净 , 切除叶片 , 在洗洁精溶液中浸泡 0.5 h , 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注意不要损伤腋芽 , 冲洗干净后在

流动的清水中浸泡 0.5 h , 用滤纸吸干外植体表面的水分 , 然后在无菌条件下 , 用体积分数为 75%的



乙醇灭菌 30 s , 再用10 g·L
-1
的升汞溶液浸泡8 min , 其间要不断摇动 , 灭菌后用无菌水冲洗 4 ～ 5次 ,

然后将茎段切成带 1个节的小段 , 接种到各种不同的培养基上 , 于培养室内进行培养。当腋芽长至 2

～ 3 cm时 , 将其切割下来进行继代培养。

1.3　培养基　

基本培养基为MS或 1/2MS , 附加 2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 即 6_苄基氨基嘌呤(BA)和α-萘乙酸

(NAA)。选择多种不同质量浓度的组合 , 进行花叶络石腋芽诱导 、增殖和生根对比试验。

1.4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25±2)℃, 每天光照时间 16 h , 光照强度为 2 000 1x 。

2　结果与分析

2.1　腋芽的诱导

由表 1可知 , 在不添加任何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MS基本培养基上腋芽不能启动。因此 , 附加一

定种类和质量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花叶络石腋芽的诱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项实验中 ,

当NAA质量浓度始终保持在 0.1 mg·L
-1
时 , BA质量浓度为 0.1 ～ 0.4 mg·L

-1
, 随着 BA 质量浓度增

加 , 腋芽诱导率明显提高 , MS+BA 4.0 mg·L
-1
+NAA 0.1 mg·L

-1
为花叶络石茎段腋芽诱导率最高的

培养基。但芽愈合化明显 , 并随培养时间的增长 , 愈合化程度增强 , 以至于整个芽体的愈合化 , 不利

于诱导芽后期的生长 。因此 , MS+BA 3.0 mg·L
-1
+NAA 0.1 mg·L

-1
为茎段腋芽诱导的最适培养基。

表 1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种类 、 质量浓度及配比对花叶络石腋芽诱导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types , concentrations and combin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induction

　　　　of axillary buds in Trachelosperme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培养基 接种数/个 腋芽诱导率/ % 芽生长状态

MS 50 0 —

MS+BA 0.1 mg·L-1+NAA 0.1mg·L -1 50 26 生长极缓慢

MS+BA 0.5 mg·L-1+NAA 0.1mg·L -1 50 60 生长极缓慢

MS+BA 1.0 mg·L-1+NAA 0.1mg·L -1 50 66 生长较快

MS+BA 3.0 mg·L-1+NAA 0.1mg·L -1 50 88 生长快

MS+BA 4.0 mg·L-1+NAA 0.1mg·L -1 50 90 生长较快, 芽基愈合化明显

2.2　继代培养的时间对花叶络石腋芽增殖的影响

在继代培养过程中 , 对接种于同一培养基上的茎段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丛生芽增殖情况进行观察和

统计 , 统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 , 从芽增殖数看 , 前 17 d芽增殖数高于 17 ～ 25 d芽增殖数 , 25 ～

33 d芽数没有增加;从芽茎的伸长速度看 , 以17 ～ 25 d期间芽茎伸长明显 , 且芽节数多 , 25 ～ 33 d芽

茎停止伸长。因此 , 继代周期以 25 d为佳 。

表 2　培养时间对花叶络石腋芽增殖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culture time on proliferation of axillary buds in Trachelosperme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培养时间 / d 接种数/个 芽增殖数/个 芽平均增殖数/个 芽生长状况

17 20 100 5.0 芽较幼嫩 , 芽长为 0.5～ 1.5 cm , 1个芽节或无芽节

25 20 120 6.0 芽伸长明显 , 长 1.5～ 3.0 cm , 且具 2～ 3芽节

33 20 120 6.0 与 25 d时比芽长 、 芽节数几乎没变 , 但叶子增大明显

　　说明:培养基为MS+BA 1.5mg·L -1+NAA 0.1 mg·L-1。

2.3　不同质量浓度的 NAA和 BA对花叶络石腋芽增殖的影响

由表 3可知 , 生长素质量浓度对花叶络石腋芽的增殖有明显的影响。在这项实验中 , 当 BA 的质

量浓度始终保持在 1.0 mg·L
-1
, NAA质量浓度为 0 ～ 1.0 mg·L

-1
, 当 NAA质量浓度为 0.1 mg·L

-1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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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芽分化数最多 , 为 3.25倍 , 且芽伸长的速度最快 。同时 , 也可以看出花叶络石对NAA 的适应范围

比较窄。当NAA质量浓度为 0.1 mg·L
-1
, BA质量浓度为 1.0 ～ 4.0 mg·L

-1
, 随着 BA 质量浓度的增

加 , 芽增殖数提高 , 当 BA质量浓度为 4.0 mg·L
-1
芽时 , 增殖系数最高 , 即为 6.5 , 但在此培养基上

培养芽基愈合化明显 , 不利于芽的生长 , 甚至芽体解体 。BA质量浓度为 1.5 mg·L
-1
时芽增殖系数为

6.0 , 且芽生长健壮 。因此 , 花叶络石芽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1.5 mg·L
-1
+NAA 0.1 mg·L

-1
。

表 3　NAA和 BA对花叶络石腋芽增殖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NAA and BA on proliferation of axi llary buds in Trachelosperme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培养基及配比 接种数/个 芽增殖数/个 芽平均增殖数/个 芽生长状况

MS+BA 1.0 mg·L-1 20 18 0.9 芽生长较缓慢

MS+BA 1.0 mg·L-1 +NAA 0.1 mg·L-1 20 65 3.3 芽生长快且健壮

MS+BA 1.0 mg·L-1 +NAA 0.5 mg·L-1 20 56 2.8 芽生长较快 , 茎基愈合化明显

MS+BA 1.5 mg·L-1 +NAA 0.1 mg·L-1 20 120 6.0 芽生长快且健壮

MS+BA 4.0 mg·L-1 +NAA 0.1 mg·L-1 20 130 6.5 芽生长健壮 , 但芽基愈合化明显

　　说明:继代培养 25 d观察的结果。

2.4　生根培养

当芽长到 2.0 ～ 3.0 cm时 , 切取芽枝进行生根培养 。由表 4可知 , 1/2 MS+BA 0.1 mg·L
-1
+NAA

0.1 mg·L
-1
培养基为诱导生根较为合适的培养基 , 生根率为 90%。单独使用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有利于

愈合组织的形成 , 但不利于根分化 。

表 4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花叶络石生根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s of the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rooting of Trachelosperme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培养基及配比 生根率/ % 生根数/条

1/ 2 MS 60 1～ 2

1/ 2 MS+BA 0.1 mg·L-1+NAA 0.1 mg·L -1 90 2～ 3

1/ 2 MS+NAA 0.1 mg·L-1 0 芽枝基部均长满愈合组织

　　说明:培养 30 d时观察的结果。

3　讨论

在组织培养中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培养物的影响很大 , 只有配备合适的培养基才能诱导细胞分

裂的启动 , 愈合组织的生长 、 分化以及根芽器官的发生。在一定的范围内 , 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物质

组合对愈合组织分化的影响不同
[ 5]
。这项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在组织培养的过程中 , 花叶络石对

NAA的反应比较敏感 , 适应范围比较窄 , 为 0 ～ 0.1 mg·L
-1
。但在含有 NAA 0.1mg·L

-1
的培养基上连

续多代的继代培养 , 会导致培养物的严重愈合化 , 这可能与培养物自身体内生长素的积累有关 , 因此

在组织培养的过程中要适时调整NAA的质量浓度;但对 BA的适应范围相对比较宽 , 为 0 ～ 0.4 mg·

L
-1
, 并随 BA质量浓度的增加芽增殖系数有所提高 , 但在 BA 4.0 mg·L

-1
的培养基上培养 , 若不适时

转入降低 BA质量浓度的培养基中培养 , 会导致整个芽茎的完全愈合化 , 使整个芽茎解体 。因此 , 在

采用高质量浓度细胞分裂素进行腋芽诱导时 , 要特别注意芽体的变化 , 适时转化培养基 , 才能达到培

养的目标 。

花叶络石叶色丰富。由于在组织培养过程中 , 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体细胞变异 , 所以 , 在离体器

官直接形成不定芽的方法应用于一个具有遗传嵌合性的品种上时 , 会导致嵌合体裂解 , 从而出现纯型

植株的风险
[ 6]
。这项实验的结果也有这样的表现 。因此 , 在繁殖方式上选用增强腋芽生枝能力方法较

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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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types , concentr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induc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axillary buds of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 the optimum time for axillary bud

proliferation-oriented successive culture and rooting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g the optimum induction

culture media was MS+BA 3.0 mg·L
-1
+NAA 0.1 mg·L

-1
, the induction rate was up to 90%;the better

regeneration culture media was MS+BA 1.5 mg·L
-1
+NAA 0.1 mg·L

-1
.The 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 was 6 ,

and the optimum regeneration time was 25 d.The optimum rooting culture media was 1 2MS and 1 2MS+BA 0.1

mg·L
-1
+NAA 0.1 mg·L

-1
.The rooting rate was up to 90%.[ Ch , 4 tab.6 ref.]

Key words:botany;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Variegatum' ;tissue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rooting

浙江林学院与丽水市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2006年7月 29日 , 浙江林学院与丽水市人民政府的全面合作签约仪式 , 标志着浙江林学院与丽

水市新一轮全方位的校市合作全面启动 。

在签约仪式上 , 中共丽水市委书记楼阳生和浙江林学院党委书记陈敬佑分别代表丽水市委 、 市政

府和浙江林学院党政对合作协议的签署表示热烈祝贺 , 高度评价双方长期以来相互支持 、密切合作所

取得的可喜成绩 , 对进一步加强市校全面合作 , 不断开拓合作新领域 , 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 、共同发

展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

签约仪式后 , 浙江林学院 3个暑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家服务团分别在院长张齐生 、副院长鲍

滨福 、党委副书记宣裕方 、副院长方伟的率领下 , 前往丽水龙泉市 、遂昌县和莲都区 , 深入生产第一

线开展科技服务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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