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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彩椒子叶离体诱导不定芽的研究

周金梅，李林钧，宫敬利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吉林 132101)

摘 要：以子叶为外植体，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激素配比进行白玉彩椒子叶离体诱导不

定芽试验。结果表明：将白玉彩椒播种繁殖萌发的子叶切成 5 mm 见方，转入到 MS+NAA 0.6 mg/L 培养基上，

诱导愈伤组织的效果最好，然后将形成的愈伤组织切块转入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 MS+6BA 0.4 mg/L+NAA 0.2

mg/L 或 MS+KT1.0 mg/L+NAA0.2 mg/L 配方中，诱导不定芽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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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nducing Adventitious Buds in Cotyledon Culture of Baiyu
Colorful Pepper in Vitro

ZHOU Jin- mei, LI Lin- jun, GONG Jing- li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Jilin 132101, China)

Abstract: Using cotyledon as explants and taking MS as basic medium,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hor-

mones were added to induce adventitious buds in cotyledon culture of Baiyu colorful pepper in vitro.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cotyledons by seed propagation were cut to 5 mm2 and cultured on medium of MS +

0.6mg/L NAA. The results of inducing callus were the best. Later, the callus were cut to pieces and cultured

on the medium of MS + 0.4mg/L 6BA + 0.2mg/L NAA or the medium of MS + 1.0mg/L KT + 0.2mg/L NAA. The

results of inducing adventitious buds wer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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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彩椒是由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2008

年培育的一个辣椒杂交种，该品种植株生长旺盛、
整齐，株高可达 200 cm。果实方灯笼形，横径 8～
10 cm，果肉厚，单果重 150～200 g，果皮光滑，颜

色鲜艳，初为乳白色，生理成熟时转为黄色，口感

甜脆，适宜生食做沙拉等，不同颜色搭配包装，外观

漂亮，适合做礼品。该辣椒品种耐低温弱光，较抗病

毒病，一般单株结果 20 个以上，近几年深受广大农

户的喜爱。但由于该品种的种子比较昂贵，播种繁

殖技术要求也高，因此尝试采用离体培养的繁殖方

法进行白玉彩椒苗木的繁育。据资料介绍，辣椒离

体 培 养 一 般 是 通 过 外 植 体 诱 导 出 不 定 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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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不定芽的增殖、生根，进而培育出苗木[1- 2]。
但这个过程中，培育周期较长，诱导不定芽的难度

较大，因此本试验以子叶为外植体，采用不同的培

养基配方进行诱导，以寻求子叶离体诱导不定芽

的最佳途径，进而为白玉彩椒的离体培养提供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白玉彩椒种子购买于内蒙古鹿丰种苗有限责

任公司，2011 年 5 月 20 日开始催芽，5 月 28 日

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园艺场进行播种，6 月 10 日

左右出苗。
1.2 方法

1.2.1 培养基配方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为 5 个配比，分别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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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MS+NAA 0.2 mg/L；J2：MS+NAA 0.4 mg/L；

J3：MS+NAA 0.6 mg/L；J4：MS+NAA 0.8 mg/L；

J5：MS+NAA 1.0 mg/L。
芽诱导培养基为 4 个配比，分别记作：Y1：

MS +6BA0.2 mg/L +NAA 0.2 mg/L；Y2：MS +6BA
0.4 mg/L +NAA 0.2 mg/L；Y3：MS+KT 0.8 mg/L +
NAA 0.2 mg/L；Y4：MS +KT 1.0 mg/L +NAA 0.2
mg/L。

以上培养基均 添 加 琼 脂 为 7 g/L， 蔗 糖 30

g/L，pH 调整为 5.8～6.0[3]。
1.2.2 培养过程

剪取播种出苗后的 1～2 cm 高的子叶，置烧

杯中用自来水冲洗 30 min，取出后在超净台上先

用 70%酒精表面消毒 10 s，再用 0.1%的升汞溶液

消毒 8 min，无菌水冲洗 3～4 次，置于培养皿的

滤纸上，切割子叶为 5 mm 见方，接种到上述 5 种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定期观察诱导情况。待子

叶诱导出大量愈伤组织后，再将愈伤组织切成小

块，转接到 4 种芽诱导培养基上，定期观察不定芽

萌发情况[4]。
1.2.3 培养条件

愈伤组织诱导阶段培养室温度控制在 16～
21℃，漫射光下培养，光照强度 1 000 lx；分化增

殖阶段温度控制在 25℃左右，光照时间 14 h/d，

光 照 强 度 2 000 lx。培 养 室 的 湿 度 始 终 保 持 在

80%～85%[5]。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由表 1 可以看出，5 种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配方上均可以诱导出愈伤组织，不过从愈伤组织

出现时间和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来看，各配方有一

定的差异。J4 出现愈伤组织时间最早，其次为 J5、
J3、J2、J1；从诱导率来看，J3 诱导率达 65%，其次

是 J4、J2、J5。实际观察中发现，J4、J5 最早形成的

愈伤组织比较松散，颜色发黄。相比较而言，J3 形

成的愈伤组织致密，较理想，诱导率也较高。所以

比较而言，5 个配方中 J3 配方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最好。
2.2 不定芽诱导情况

2.2.1 不同芽诱导培养基上的分化率

注：分化率 = 分化出不定芽瓶数 / 成活瓶数。

由图 1 可以看出，4 种芽诱导培养基上均有

芽的分化，但分化率有一定差异。Y2 配方的分化

率最高，达到 80%；其次 Y4，达到 78%；Y3 为

70%，Y1 为 58%，两者均明显较低。因此，从分化

率来看，Y2、Y4 配方均较理想。
2.2.2 已分化培养基上的芽诱导情况

统计 4 个配方中已经分化瓶的诱导情况，由

表 2 可知，最早诱导出不定芽的为 Y2 配方，其次

为 Y4 配方；另从诱导芽的个数来看，Y2 平均为

4.6 个 / 瓶，其次 Y4 平均为 4.2 个 / 瓶；Y1、Y3 配

方中的每瓶平均芽数均小于 4。比较 Y2 和 Y4 两

个配方，Y2 配方不定芽的形成时间较早，平均芽

数较多，均优于 Y4。由于 Y2 和 Y4 添加的激素

(细胞分裂素)不同，结合图 1 中的分化率两者相差

不大，但 Y4 成活瓶数为 18，较 Y2 低，是由于人

为原因造成。所以 Y2 和 Y4 均可以作为不定芽诱

导的理想配方。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白玉彩椒子叶的诱导，在愈伤组织诱

导 阶 段 ，5 个 配 方 均 可 以 诱 导 出 ( 下 转 第 86 页 )

图 1 不同芽诱导培养基的分化率(第 50 d 统计)

表 1 5 种诱导培养基上愈伤组织诱导情况(第 20 d 统计)

诱导培养基 愈伤组织出现时间(d) 愈伤组织诱导率(%)

J1 21 13

J2 18 49

J3 16 65

J4 13 51

J5 15 46

表 2 已分化培养基上的芽诱导情况

分化培
养基

转瓶
瓶数

成活
瓶数

分化不
定芽
瓶数

最早形成
不定芽时

间(d)

平均
芽数

(个 / 瓶)

Y1 20 19 11 38 3.0

Y2 20 20 16 27 4.6

Y3 20 17 12 41 3.5

Y4 20 18 14 3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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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1 页)愈伤组织，说明配方中添加 NAA 激

素有利于愈伤组织的形成，形成的优良状况取决

于用量的多少，从愈伤组织诱导率及实际形成愈

伤组织的质量看，J3：MS+NAA 0.6 mg/L 配方最为

理想；在不定芽诱导阶段，4 个配方也均诱导出不

定芽，说明 6BA 和 KT 两种细胞分裂素均有利于

芽的诱导，从分化率、形成不定芽的时间、分化芽

的数量看，Y2：MS+6BA 0.4 mg/L+NAA 0.2 mg/L
和 Y4：MS+KT1.0 mg/L+NAA 0.2 mg/L 配方较为

理想。但由于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人为原因，成

活的瓶数和转瓶的瓶数不一致，分化率是根据分

化出不定芽瓶数和成活瓶数算出，而不是和转瓶

瓶数算出，至于究竟 Y2 和 Y4 哪个配方更好，有

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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