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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基是适宜伴矿景天愈伤组织的生根培养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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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伴矿景天幼嫩叶片为外植体& 以添加了
!99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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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解酪蛋白的
OP

培养基为基本培养

基& 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对伴矿景天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的影响& 建立其再生体系* 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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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宜生根*

植物的不同器官在组织培养过程中诱导形成愈伤组织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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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也尝试用幼嫩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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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质量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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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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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基中生长时比叶片更易被诱

导出愈伤组织# 但是茎段消毒不如叶片彻底! 污染率较高! 茎段材料相对较少$ 同时茎段在培养基中不

如叶片膨大生长得快! 愈伤组织的产生量比叶片少很多#

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植物可塑性发育中起着很直接和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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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矿景天叶片在添加较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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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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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植体幼茎) 子叶柄和下胚轴产生愈伤组织的结果一致#

暗培养处理可以促进不定芽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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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原因可能是暗培养条件会减缓生长素的降解过程! 有助

于调节外植体内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比例! 从而有助于愈伤组织的器官形成%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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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发现分化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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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转到暗处培养! 分化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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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暗培养同

样可以促进伴矿景天愈伤组织的分化# 因此! 今后将研究暗培养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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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源植物生

长调节剂对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以期提高分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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