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辣椒 (Capsicum frutescens L.)愈伤组织的诱

导是辣椒杂种优势固定、优良品种快速繁殖和遗

传转化的基础 [1]，在诱导愈伤组织的过程中，不同

部位的外植体和不同的激素浓度对愈伤组织的影

响不一样，需要进一步探索 [2- 5]。本研究通过培养

辣椒种子获得无菌苗，然后以无菌幼苗的不同部

位作为外植体诱导获得愈伤组织，旨在筛选辣椒

愈伤组织诱导的最适培养基和最适外植体，以便

为辣椒杂种优势固定、优良品种快速繁殖和遗传

转化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牛角椒优良品种。
1.2 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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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实验方案

无菌种子苗培养采用 MS 培养基，添加有 10

g/L 的琼脂粉和 3%的蔗糖，不含激素。
愈伤组织诱导采用 MS 培养基，添加 10 g/L

的琼脂粉和 3%的蔗糖，再加入不同浓度的 2,4- D

和 6- BA 配制成培养基。共有 3 个处理，每个处理

接种 4 瓶，每瓶接种 4 个外植体(表 1)。
1.2.2 实验步骤

将辣椒种子用纱布包起来放入 55℃热水中

浸种 30 min。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的酒精

溶液表面灭菌约 30 s，接着用 0.1%的升汞溶液浸

泡 10 min 并轻微振荡，之后用无菌水冲洗 5～6

次彻底洗去残余的升汞并置于无菌滤纸上吸干水

分。将无菌种子接种在 pH 值为 5.8、添加有 10

g/L 的琼脂粉和 3%的蔗糖的不含激素的 MS 培养

基中，每瓶接种 5～6 粒种子，封口后置于光照强

度为 2 000 lx、光照时间为 10 h/d、温度为 26℃的

无菌培养室中培养。
培养 4 周后，无菌苗的下胚轴长至 5 c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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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处理方案

处理
2,4- D
(mg/L)

6- BA
(mg/L)

根 子叶 胚轴

每瓶个数 瓶数 每瓶个数 瓶数 每瓶个数 瓶数

1 2.0 0 4 4 4 4 4 4

2 0 0.5 4 4 4 4 4 4

3 2.0 0.5 4 4 4 4 4 4

表 2 辣椒幼苗外植体培养 10 d 后的愈伤组织

处理 根部出愈率(%) 子叶出愈率(%) 胚轴出愈率(%) 颜色 生长情况

1 0 25.0 50.0 透明 少量紧密

2 8.3 41.7 50.0 浅绿 少量紧密

3 25.0 66.7 83.3 白色 大量疏松

表 3 辣椒幼苗外植体培养 16 d 后的愈伤组织

处理 根部出愈率(%) 子叶出愈率(%) 胚轴出愈率(%) 颜色 生长情况

1 0 50.0 75.0 透明 少量紧密

2 25.0 75.0 83.3 浅绿 大量疏松

3 50.0 91.7 100.0 白色 大量疏松

时，以根、子叶和下胚轴为外植体接种在含有

2，4- D 或 6- BA 的 MS 培养基上，在温度为 26℃、
光照强度为 2 000 lx 和光照时间为 10 h/d 的无菌

室中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
1.2.3 调查与统计

观察无菌苗的生长情况，待无菌苗下胚轴长

至 5 cm 左右时，进行继代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分

别 在 第 10 d 和 第 16 d 观 察 愈 伤 组 织 的 生 长 情

况，并记录观察结果(表 2、表 3)。同时观察褐化及

污染等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在本试验研究中，激素对辣椒幼苗的愈伤组

织诱导有明显的影响。根据观察和记载的实验结

果分析，在以根、子叶和胚轴作为外植体诱导愈伤

组织时，单独使用 2.0 mg/L 的 2，4- D 和 0.5 mg/L

的 6- BA 诱 导 愈 伤 组 织 率 均 没 有 同 时 使 用 2.0

mg/L 的 2，4- D 和 0.5 mg/L 的 6- BA 诱导的愈伤

组织率高。单独使用 2.0 mg/L 的 2，4- D 诱导的愈

伤组织少而紧密；单独使用 0.5 mg/L 的 6- BA 在

第 10d 诱导的愈伤组织少而紧密，但在第 16 d 时

生长量大而疏松。综合表明同时使用 2.0 mg/L 的

2，4- D 和 0.5 mg/L 的 6- BA 时，各外植体的出愈

率都较高且生长的愈伤组织量大而疏松。
2.2 不同处理时间对愈伤组织生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2 和表 3)表明，除了在处理 1 的

条件下以根为外植体时，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为 0，

其他条件下各外植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出愈率。处

理 16 d 与处理 10 d 相比，处理 16 d 后，出愈率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在处理 3 的条件下，子叶和

胚轴的出愈率分别提高到 91.7%和 100.0%，而且

得到的愈伤组织颜色正常、量大且疏松；其次是在

处理 2 的条件下，子叶和胚轴的出愈率分别提高

到 75.0%和 83.3%，而且愈伤组织颜色正常、量大

而疏松。综合表明，以子叶和胚轴为外植体，处理

16 d 可以得到较多的愈伤组织。
2.3 外植体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2 和表 3)表明，不同的外植体在

不同的处理条件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不同。以根

为外植体时，除在处理 16 d 时，愈伤组织的诱导

率达 50.0%以外，其他情况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均较低；在以子叶和胚轴为外植体时，在处理 3 的

条件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其次是处理 2，

愈伤组织诱导率最差的是在处理 1 的条件下，而

且在处理 1 的条件下，生长的愈伤组织量少而紧

密。综合分析表明，胚轴是最理想的外植体，其次

是子叶。

3 小结与讨论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以根、子叶和胚轴为

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时，处理 16 d 可以得到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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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其中以子叶和胚轴为外植

体，在同时使用 2.0 mg/L 的 2，4- D 和 0.5 mg/L 的

6- BA 的条件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分别达

到 91.7%和 100%，而且愈伤组织颜色呈白色、量
大而疏松。

本 实 验 所 加 的 植 物 生 长 物 质 有 6- BA 和

2,4- D，单独使用 6- BA 和 2,4- D 时，其诱导效果

均没有同时使用两种激素的效果好。当 6- BA 与

2,4- D 结合使用时愈伤组织疏松，愈伤组织诱导

量增加，其长势很好，颜色呈白色并且呈膨大状，

出愈率最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6- 9]，可

能与不同品种的基因型有关[10]。
本实验中选用的外植体为辣椒无菌苗的子

叶、根和下胚轴，从诱导结果看，以下胚轴为外植

体，愈伤组织诱导效果最好，是较理想的外植体。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2- 5]，可能与基因型 [10]

和外植体的状态有关。胚轴的表面积小并且内部

是管状，营养及激素吸收效果好。子叶的适应能力

没有胚轴强，有部分接入培养基后，出现褐化的现

象，但是一旦长出愈伤组织效果还是很好的。而根

的愈伤组织则是很难长出，这可能与苗龄过长和

根部的木质化程度较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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