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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基及激素对铁线蔗抱子离体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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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常绿草本
,

植株高∀∃ 一 (# 厘米
,

叶

片小
、

纸质
,

叶片排裂似云片状
,

是一种优雅的室内观叶植物
。

多年来
,

在生产上我国

仍采用分株繁殖的方法
。

用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蔗类植物的抱子繁殖工作
,

国内做得很

少
。

现将我们所做的铁线戴抱子离体繁殖工作
,

报道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材料采自我所植物园温室
。

用刀片将长有抱子囊群的叶片从铁线旅 植 株 上 取

下
。

在#
5

∀ >的升汞溶液中灭菌 ∃ 分钟
。

把抱子囊群的囊群盖剥开
,

取抱子囊接入 附 加

不同激素的培养基中
。

培养基用? ≅培养基Α Β +
5

,和马铃薯培养基 Α Β %
。

马铃薯培养基与连守忱等报道的

基本相同”

第一次接种用? ≅基本培养基
,

附加不 同浓度的 Χ
Δ

或 + 一−
。

当原叶体长出后再

转接到附加不 同浓度的Ε
、

, , ( 一Φ
、

Χ
Δ 、

Ε Γ 腐 殖 酸 钠
、

椰 乳 Γ Η 及− Γ

Ε 的马铃薯培养基或? ≅培养基中
。

培养室温度,( 一 ,+
Ι ,

每天光照 ∀# 一 ∀, 小时
,

散

射光
,

光强度Δ ## 4ϑ.

结 果 和 讨 论

激素对铁线孩抱子萌发形成原叶体的影响
,

见表 ∀
。

接种 , 周后抱子囊开始膨大裂

开
,

散发出一些抱子
。

+ 天后这些抱子的厚的外壁破裂
,

包着薄的内壁的细胞含有物露

到外面来
,

在它里面看到很多叶绿粒
。

从萌发的抱子 中很快地长出无色的突 出物
,

这种

突出物有横壁分隔
,

这是最初的假根
。

含有叶绿粒的细胞也开始伸长
,

而以横壁分隔
,

变为或多或少的长丝体
。

在这个丝状体的顶端细胞里 出现了两个斜的相互横断的隔膜
,

∀ & Κ +
一
∀ #

一
, Κ收稿

∀ ) 连守忱
,

李琳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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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里边就形成了楔形的顶细胞
。

这一顶细胞从它自己的左边和右边分裂出细胞
,

结果

丝状体变为狭小的片状体
。

顶细胞很快地为几个同样的细胞所代替
,

渐渐地形成了原叶

体
。

从抱子萌发到长出发育完全的原叶体需 , 个多月的时间
。

此时的原叶体依据接种抱

子囊的密度而有差异
。

接种抱子囊少的原叶体是微圆形的薄的片状 Λ 接种多的原叶体是

丝状
。

, 个月后观察
,

培养基中附加 + 一− 及对照处理 中抱子萌发形成原叶体率只有 ,#

一,∃ >
,

培养基中附加不同量的Χ
Δ

时
,

抱子萌发形成原叶体率为%∃ 一 &∃ >
。

低浓度的

Χ
Δ

比附加高浓度的有利于原叶体的形成
。

表 ∀ 激素对铁线蔽抱子萌发形成原叶体的影响
5

∋培养+# 天后的统计数字 )

Μ ! Ν41 , ΟΠΠ11Θ∃ . Π 五. <7 . / 1 : . /  Ρ1 月6 0!” 3 泞‘ 1 !9 ΗΣ43 ∗ 一 ; 1 / 1 < 0: :Α . < 1: Τ1 <7 0/ !  0. 40 Π. < 7

Α < .  . / 1 7 ! ∋Μ Ρ 1 :  !  0: 01: ∀∃ ! Π 1< 1 34 3 <1 :0ϑ ΘΥ 6 ! Υ: )

附加激素用量 ∋毫克ς升 ) 接抱子囊数 萌发形成 萌发形成

+
一

− Χ Δ ∋个) 原叶体数 原 叶体率>

∀ # & # , % Δ #

# ∃ ∀ # ∃ , ∀ , #

# , & # Κ ∃ & ∃

∃ # ∀ # ∃ , ∀ , #

# # & # , ( , ∃

件 ?≅基本培养基
。

∃ 个月后将已长出的原 叶体转接到附加Χ
Δ

或Χ
Δ 十 + 一− 的? ≅培养基 中 以及附

加Ε 的马铃薯培养基中
。

( 周后观察
,

转接入 Χ
Δ

或Χ
Δ 一

卜 + 一− 的? ≅培养基中的

原叶体只是原叶体增多并无针形的长的腺毛长出
,

也无抱子体长出
。

转接入附加Ε

∋ , 7 Τ Ω4) 的马铃薯培养基中的原叶体由原来的绿色逐渐变为浅褐色并 长 出了大量的针

形的长的腺毛
, ∃ 周后从长的腺毛的基部有抱子体长出

。

∃ 周后把第一次转接到附加不同量的Χ
∗

或Χ
Δ 十 + 一− 的? ≅ 培养基中后不 长抱

子体的原叶体再进行转接
。

当把原叶体转接入附加 Ε
、

Η
、

Ε 十腐殖酸钠
、

椰

乳 十 Η 以及椰乳 十 − Γ Ε 的? ≅培养基中时
,

只是原叶体大量增加
,

很少或不分化

出抱子体
。

当把原叶体转接入附加Ε 或 , , ( 一Φ 的马铃薯培养基中时 ∋表 , )
,

分化

为抱子体的比率较高
,

生根也较多
。

当马铃薯培养基中同时加入Ε 和腐殖酸钠时
,

则

以Ε 与腐殖酸钠的比例不 同
,

分化形成抱子体的情况也稍不一样
。

当Ε 的量等于

腐殖酸钠时
,

形成抱子体率仅为∃∃ > Λ 当Ε 的量大于腐殖酸钠时分化形成抱子体率为

% # >
。

但是
,

这两种比例分化 出的抱子体都不及单独附加Ε 或 , , ( 一Φ 分化形成抱子

体的比率高 ∋表 , )
。

用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铁线威的抱子繁殖工作
,

国外已有所 报 道
。

在 ?!: ! 7 0 :
3

Ξ
! 6 ! ! / 6 ? ! : ! Ψ 0 Ζ 3 < 3 Υ! 〔∀ 〕的工作中采用的是? ≅培养基

, Α Β ≅
5

%一 +
。

在我们的实

验中则在抱子萌发形成原 叶体阶段用附加Χ
Δ

的? ≅培养基 ΑΒ +
5

,
,

有利于抱子的萌发

和原叶体的形成
Λ
在形成抱子体阶段用附加Ε 或, , (一Φ 的马铃薯培养基

, Α Β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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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激素对转接原叶体形成抱子体的影响
5

∋转接后 (# 天的统计资料 )

Μ ! Ν41 , Ο ΠΠ1 1 : . Π Ρ. <7 . / 1 : . / Θ< ! / :Π1< <0/ Τ 9 < .  . / 1 7 ! Π. <7 :Α . < . Α ΡΥ 1

∋Μ Ρ1 : !  0: 01 : ∀∃ ! Π 1<  < ! / :Π1< <0/ Τ Π. 3 < Υ 6 ! Υ:)

浓 度 接种原 形成抱
附加激素

∋7 4ς4 ) 叶体 数 子体数

Ε , , ∃ , Δ

,
,
(
一

Φ , , # ∀Κ

Ε Γ 腐殖酸钠 , Γ , , ∃ ∀ (

∃ Γ , , ∃ ∀ %

形成抱

子体率

生根率

多少
5

苦 马铃著培养基 朴 十 十 十 示生根很多
, 十 十 示较 多

, Γ 示有根
5

利于抱子体的形成
。

上述情况的不同
,

可能与我们所采用的激素及培养条件不 同有关
。

在
5

Ζ
5

Φ Υ1 <〔, 〕所引用的[ ! . 的资料中
,

高浓度的Ε 对于早期的Φ ∗ Υ 9  1< ∗’: 1< 夕 Ρ ∴

∗ 。 ∗ . ∗ !
有不同的影响

。

Η 则从基础细胞诱导出根
,

Ε 则抑制抱子的分裂
。

而在我

们的试验中附加激素与培养基有很大的关系
。

当把原 叶体转接到附加Ε 及 Η 的? ≅

培养基上时
,

只是原叶体数量增多
,

很少或不分化出抱子体
,

而转接到附加Ε 的马

铃薯培养基上时
,

分化的抱子体率较高
,

生根也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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