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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 索芦荟 的多倍体诱导及 其变异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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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农业大学花卉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1；2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O2O4) 

摘要：在组织培养条件下 ，对库拉索 芦荟 (A／oe t珊 L)用秋水仙 素进行 染色体加倍 的诱导 

处理．结果表明 ：用含 0 06％秋水仙紊处理 12 h后诱 变频率可达 50％，其效果最佳。经秋水 

仙素诱导的加倍群体与正常二倍体植株 比较 ，植株的大多 数叶片变厚 ，叶色变深 ，叶片变大 ， 

气孔增大而单位叶面积气孔数减少。对变异材料进行细胞学研究后发现 ，体细照 中期 染色体 

为 2 4x 28，为 4倍体 。未 加倍前的二倍悻为 2n：2x：14。检测 中也发现有少数植株有 2n 

= l4和 2n=28两种细胞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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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nfinary Study on the Polyloid Induction and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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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 (A )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叶片厚实多肉，富含多种活性物质，具有医 

疗 、美容、保健、食用等多种功能，素有 “多用良药”、“天然美容师”、“家庭医生”等美 

称 ，以致风靡全球 (顾文祥等，1999)。库拉索芦荟 (Moe H L．)是芦荟属中具有产业发 

展前景的一个种，由于其有效成分含量高、适应性强、单位面积产量高而被人们广泛种植 

(顾文祥等 ，1999；熊偌清，1999)。人们对芦荟的研究侧重于对有效成分的利用和栽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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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熊偌清，1999；赵永新等 ，1998)，芦荟的组织培养也较为成熟 (林建等，1997)，但 

对芦荟的多倍体研究尚未见报道。植物多倍体的诱变一般分为以下二类 ：(1)化学诱变 ： 

秋水仙素、富民隆等化学诱变产生多倍体 ； (2)物理诱变 ：如温度骤变、x射线 、激光 、 

嫁接、切割等刺激产生多倍体 (郑思乡 ，1996)。我们于 1999—2000年对库拉索芦荟用秋 

水仙素对试管苗进行多倍体诱导，获得了诱变植株。本文报道芦荟多倍体的诱导方法 以及 

对变异株形态特征和细胞学特性的观察结果，以期为芦荟多倍体育种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为二倍体库拉索芦荟的试管苗，对照材料为库拉索芦荟二倍体的试管苗。 

多倍体诱导 ：将库拉索芦荟试管苗用秋水仙素浸泡处理 ，浓度分别为 0．06％、0 1％， 

处理时问分别为 6 h、12 h、24 h，温度为 25℃，处理后用无菌水漂洗，接种 到 MS+6一 

BA 2．5 rag／L+NAA0．1 rag／L培养基培养。 

多倍体鉴定：采用气孔鉴定法，撕取变异株叶表皮制片，在单位面积 内观察气孔的大 

小及数量的变异，染色体检查用 F—BSG法制片 ，观察染色体是否发生了倍性变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组织培养条件下，秋水仙素对库拉索芦荟的诱变效果 

研究结果见表 l。其变异指标以气 L增大为标准。从表 中可看出，芦荟试管苗对秋水 

仙素很敏感 ，药剂浓度为 0．1％，处理时间为 24 h，死亡率将近 50％。这里所指的死亡是 

指培养 1个月后仍不能发芽的畸形体，呈透明状，特别粗大 ，以后逐渐死亡。本研究发现 

秋水仙素浓度为 0．06％，处理时间为 12 h的效果最佳 ，变异率可达 5o％。 

裹 1 敢水仙蠢对库拉素芦蔷的诱生效应 

Table1 The 翻 of eolddeit,e∞ 胀  

2．2 变异檀株的形态学观察 

与对照比较，经秋水仙素处理的植株中，有一部份叶片肥厚，叶色深绿，植株较大， 

以这些出现外形变异的植株为材料柞气孔观察 ，发现叶上表皮细胞及气孔明显增大 ，而单 

位面积上表皮细胞及气孔数目减少 ，由此可以认为，气孔显著增大是芦荟多倍体的形态特 

征，可作为其形态学上的标志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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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取基都第 2片叶，气孔面积 S(平均值)： x长径 (平均值) 短径 (平均值) 样本数均为 20c 

2．3 多倍体的细胞学鉴定 

经细胞学观察，库拉索芦荟 (A／oem  L1)为二倍体 ，其特征由8条大染色体和 6条 

小染色组成 ，按同源染色体组合大染色体为 4组 ，小染色体为 3组 ，每组由两条同源染色 

体组成，该种的核型为典型的二型性构成 经加倍诱导后形成 的四倍体其大染色体为 16 

条，小染色体为 12条 ，按同源染色体组合大染色体仍为 4组 ，小染色体为 3组 ，每组由4 

条同源染色体组成，是原二倍体的两倍。没有观察到异形染色体的变化 ，也没有大小染色 

体发生交错的现象，诱导后 四倍体除倍性发生变化外 ，染色体结构特征与二倍体一致。 

(图 1) 

3 小结 与 讨 论 

3．1 组织培养过程中用秋水仙素诱导库拉索芦荟多倍体有 3个特点： (1)以试管苗为材 

料，经秋水仙素处理后 ，变异十分明显 ，变异芽异常粗壮，多数易产生畸形，不再生长 ， 

故以低浓度、适宜的处理时间可获得较好的效果。(2)采用不定芽技术结合组织培养可以 

稳定四倍体芦荟。秋水仙素诱导后多数形成嵌台体，变异细胞往往发生在 L—I层或 L一 

Ⅱ层 ，或呈扇形突变 。产生的变异细胞往往生活力弱 ，分裂速度慢；而正常二倍体细胞生 

活力强 ，分裂快 ，从而淹没变异细胞 ，产生二倍体竞争，表现为回复突变。将变异的器官 

或组织诱导产生不定芽 ，由于不定芽一般由 1个或几个表皮细胞发育而来，若这部份细胞 

是多倍体 ，则形成的不定芽为完全多倍体 ，从而达到稳定 的目的。(3)组织培养能加快变 

异株的繁殖速度，从而加速芦荟多倍体育种的进程。 

3．2 气孔鉴定可作为多倍体的间接方法 ，试验表明，芦荟叶片下表皮容易撕下制 片，观 

察简便快捷 。另一方面，芦荟多倍体 (即四倍体)气孔明显大于二倍体，鉴定结果较可 

靠。不过 ．气孔鉴定只是间接证据，要最终确定多倍体还是要通过染色体鉴定。 

3．3 芦荟是 以营养体 (叶片)为收获对象 初步研究表明，芦荟多倍体叶片较二倍体 大 

而肥厚 、叶色深绿、生长速度快、并能无性繁殖 ，所以芦荟多倍体育种潜力很大。其生物 

活性物质含量是否较二倍体显著提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3卷 

a H_口D ■M■ 

瑚删 蚺 
岫 -●■ 艄  

图 1 芦荟体细胞中期染色体及棱壹 

(A]库拉索芦蔷二倍体体细胞 中期染色体及 (a)棱型； 

(BJ库拉索芦蔷四倍体体细胞中期染色体及 (b)棱型 

1 Th 嘲 血 胂 of(A)(a)d 拙  州 L
． ；(B)(b)l叫  啪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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