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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L雀草杂交 F 代的植株再生 

刘娟旭 王 静 余义勋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广州 510642) 

摘要 vX．~L雀草(Tagetes patula)子叶、下胚轴和叶片为外植体，通过器官直接发生途径诱导形成不定 

芽，探讨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AgNO 浓度、蔗糖浓度和外植体类型等因素对植株再生的影响，建立了再生 

体系。结果表明：MS+6一BA 1．0 mg·L +NAA 0．5 mg·L +AgNO3 1．0 mg·L +蔗糖4O g·LI1培养 

基最适合不定芽的分化和增殖，子叶不定芽分化率达 90％以上，平均每外植体分化不定芽数达 5．3个。不 

定芽较适生根培养基为 1／2MS+IAA 0．2 mg·L。+NAA 0．1 mg·L～，生根率达到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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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Regeneration of Tagetes patula Hybrid Progeny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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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enerated plantlets in Tagetes patula L．hybrid progeny F1 were obtained with the adventi— 

tious buds induced directly from the different explants，the cotyledons，leaves and hypocotyls．In this paper，sever- 

al factors affecting in vitro regeneration of patula，such as different hormones combination，concentrations of SU- 

crose and AgNO3，and the different explants were examined．The optimum medium for shoot regeneration was MS 

medium containing 1．0 mg·L 6-BA，0．5 mg·L～ NAA，1．0 mg·L～ AgNO3 and 40 g·L～ sucrose．90％ 

of adventitious shoot regeneration frequency with 5．3 shoots per cotyledon explants was obtained．The buds rooted 

when they were transferred to 1／2MS medium containing 0．2 mg·L～ IAA and 0．1 mg·L一 NAA after about 30 

days and developed into healthy plantlets，which resulted in a rooting rate of 90％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fa— 

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of rapid propagation and genetic transformation methods in patula hybrid progeny F1． 

Key words Tagetes patula，cotyledons，plant growth regulator，shoot regeneration 

孑L雀草(Tagetes patula L．)是菊科万寿菊属植物。孔雀草品种“鸿运”杂交 F 代 ，花大瓣多，开花期长， 

比较适合华南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广州地区理想的园林花卉品种，市场需求量大。但是其种子价格较贵，植 

株开花后基本不结实，采用组织培养方法可以在短期内提供大量优质种苗以满足绿化美化需求。近年来，国 

内外对万寿菊( erecta L．)组织培养开展了较多研究 ̈ 。齐迎春等 对孔雀草几个自交系扩繁及再生的 

研究进行了报道。但国内尚未见孔雀草杂交 F 代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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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孔雀草 F 代种子购自美国泛美种子公司。 

1．2 方法 

1．2．1 材料的消毒 孔雀草 F 代种子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酒精浸泡 3O s，再用 1 g·L 升汞溶液灭菌 

8 min，无菌水冲洗 3—5次，播种于 1／2MS培养基上。 

1．2．2 培养基配方 萌芽后，分别取幼苗的子叶、带顶芽的下胚轴、下胚轴(不带顶芽)和叶片接种到诱导 

培养基上培养。基本培养基为 MS，附加不同浓度及配比的 6．BA、NAA、IAA等生长调节剂及不同浓度的 

AgNO 和蔗糖，培养基琼脂浓度均为7 g·L～，pH 5．8～6．0。 

1．2．3 培养条件 接种后，将材料置于24～26℃，光照强度2 000 lx，光照时间12—14 h·d 条件下培养。 

每培养瓶接种5个外植体，每处理 10瓶。25 d后统计每个处理再生不定芽数和每个外植体再生芽数，计算 

不定芽分化率、每个外植体平均再生芽数 ，以确定最适的再生培养基。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子叶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在基本培养基中分别附加不同浓度的6-BA和 NAA，见表 1。叶片、子叶和下胚轴等外植体在接种 7～ 

15 d后产生浅黄至黄绿色的愈伤组织，质地较为致密。不需更换培养基，子叶、带顶芽的下胚轴以及叶片 25 

d后开始产生芽点，可分化出不定芽，逐渐长成小芽丛 (图 A～E)。其 中在 6一BA和 NAA浓度分别为 

1．0 mg·L 和 0．5 mg·L 的培养基中，不定芽诱导率最高，达到88％。下胚轴外植体在各培养基中均不 

能分化不定芽(图 F)。 

表 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的子叶不定芽分化率 单位：％ 

2．2 AgNO。浓度对孔雀草子叶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适宜浓度的AgNO，对孔雀草子叶不定芽分化有明显促进作用。不加 AgNO，时，子叶 

不定芽分化率和平均芽数分别只有 76．O％和3．64。当AgNO，浓度为 1．0 mg·L 时，子叶不定芽分化率和 

平均芽数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94．0％和5．27，但随着 AgNO 浓度的继续增加，不定芽再生率和平均芽数 

都降低。因此，子叶不定芽分化的最适 AgNO，浓度为 1．0 mg·L～。 

表 2 不同AgNO，浓度的子叶不定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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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蔗糖浓度对孔雀草子叶不定芽形成的影响 

蔗糖浓度对孔雀草子叶不定芽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表 3)。当蔗糖浓度达到40 g·L 时，不定芽再生率 

和平均芽数达到最大，不定芽再生率和平均芽数分别为94．0％和4．78个，且芽生长健壮，无玻璃化现象；当 

蔗糖浓度为30 g·L 时，不定芽再生率和平均芽数也比较高，但分化的不定芽玻璃化较为严重；20 g·L 

以下蔗糖处理产生的芽生长缓慢，这可能与后期生长过程中碳源不足有关，而含 50 g·L 的蔗糖培养基渗 

透压过高，也不利于不定芽的形成。因此不定芽分化的蔗糖最佳浓度为40 g·L～。 

表 3 不同蔗糖浓度的子叶不定芽分化 

2．4 不同外植体再生植株的差异 

以孔雀草幼苗的叶片、子叶和下胚轴作为外植体，在 MS+6-BA 1．0 mg·L +NAA 0．5 mg·L +Ag— 

NO 1．0 mg·L +蔗糖 20 g·L 中培养分化。由表 4可以看出不定芽诱导率以子叶最高，带顶芽的下胚 

轴次之，叶片分化率较低，不带顶芽的下胚轴外植体不能分化不定芽。诱导成芽所需的时间也是子叶和带顶 

芽的下胚轴最短，叶片最长。另外，子叶和带顶芽的下胚轴诱导形成的芽成苗后玻璃化程度明显低于叶片， 

每个外植体形成芽的平均数也比较高。 

表4 不同外植体类型的不定芽分化 

2．5 不定芽增殖 

将获得的小丛芽转人不同增殖培养基中进行丛生苗诱导。由表5可看出，接种的不定芽在设计的几种 

培养基上均能增殖。继代培养基中6．BA的浓度在 0．5—1．5 mg·L 为宜。其中培养基 Ms+6-BA 1．5 

mg·L +NAA 0．3 mg·L 中增殖倍数最高，达到4．2。从第3次增殖培养开始，丛生苗的增殖倍数逐渐减 

少。 

表5 6．BA对再生苗继代增殖的影响 

2．6 生根及移栽 

将再生不定芽接到 1／2MS+IAA 0．2 mg·L +NAA 0．1 mg·L-1培养基中，1O～15 d后在芽的基部开 

始有不定根突起，25～30 d后每株苗长出3～4条粗细均匀的根。50个芽中46个生根，生根率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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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待根长至3 cm左右时，炼苗2～3 d，可将苗从培养基中取出，流水洗去根上的培养基，移栽到经过 

消毒处理的园土和泥炭土等体积混合的基质中，每周浇 3次水，10 d后长出新叶表明移栽成活，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3 讨论 

注 ：A．子叶切口开始出现芽点；B、C．子叶切 口处分化出芽丛；D、E．带顶芽的下胚轴切口开始分化 

不定芽；带顶芽的下胚轴伤 口分化芽丛；F．下胚轴(不带顶芽)不能分化不定芽；G．不定芽生根。 

3．1 本研究利用孔雀草 F 代子叶、带顶芽的下胚轴和子叶建立高效再生体系，子叶的不定芽诱导率最高， 

达到94％，叶片分化率为 53％。齐迎春等 利用孔雀草 自交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叶片的不定芽诱导率最高， 

达到85％。子叶分化率只有 13％，这可能是由于所使用材料不同所致。本研究还首次利用带顶芽的下胚轴 

为外植体，不定芽分化率为 82％。下胚轴(不带顶芽)外植体不能分化不定芽，这与齐迎春等 报道一致。 

3．2 本研究认为添加 AgNO 能显著提高孔雀草不定芽分化率。在培养基中添加乙烯抑制剂促进外植体再 

生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_6 J。AgNO 可以促进愈伤组织的器官发生与体细胞胚胎发生，促进一些再生困难 

芽的产生，增加外植体产生不定芽的数 目及提高植株再生频率 。 

3．3 本研究建立了孔雀草 F 代的再生体系，为孔雀草优良F 代迅速扩繁以及遗传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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