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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瓣姜花种子胚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熊友华 ，马国华 ，刘 念2*，黄邦海。 
(1．中国科学院华南干̂物园，广东广州 510650；2．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3．广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东广州 510520) 

摘 要：采用广西百色地区野生圆瓣姜花的种子胚作外植体，成功地进行了离体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建立 

了高频率的丛芽繁殖体系。实验结果表明：诱导种子胚萌芽的最适培养基为 MS附加 1．0 mg·L。6-BA和 

0．2 mg·L 1 NAA；在 MS+6-BA 4．0 mg·L +NAA 0．2 mg·I 的培养基上最有利于诱导丛芽及增殖，芽 

的增殖系数达到 5．28；1／2MS+IBA 0．5 mg·L0培养基最易诱导生根，生根率达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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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ssue culture of Hedychium forrestii was studied，using the zygotic embryo as explants．The re— 

suits were as follows：The suitable condition for germination of zygotic embryo was in MS supplemented witb 

1．0 mg·L。6-BA and 0．2 mg·L。NAA；The best medium for propagation of multiple—shoot was MS+6-BA 

4．0 mg·I +NAA 0．2 mg·L’ ；1／2MS4—0．5 mg·I IBA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oot emergence of 

the shoots，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root emergence accounted for 97．7％ ；The medium for transplanting was 

the mixture of perlite and pea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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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野生姜科(Zingmeraceae)植物从植株 

外形到叶、花、果都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有的花序 

极其美丽，构型奇特，有的则具有巨大而鲜艳的苞片 

(Endress，l994)，这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观赏应用 

价值。圆瓣姜花(Hedychium forrestii)是姜科姜 

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吴德邻，l981)，花形奇特优 

美、花色淡雅且花香芬芳纯正，在生产中主要用作香 

型鲜切花、庭院绿化、园林景观点缀植物等，是一种 

深受人们青睐的庭园芳香花卉，市场需求量大。此 

外，赵庆等(1995)从圆瓣姜花的根中分离到 4个重 

要的半日花烷型二帖；其花瓣中还含有大量的桉叶 

素、芳樟醇和橙花叔醇等多种高价值的芳香化合物， 

从中提取的天然高档香精广泛用于食品和化妆品加 

工。因此，圆瓣姜花是一种具有很高观赏价值和经 

济价值的植物。陈薇等(2002)以茎尖作外植体成功 

地进行了组织培养，其再生途径为外植体完全脱分 

化形成愈伤组织，再从愈伤组织分化出芽，但该途径 

较繁琐，培养周期较长，种质也易产生变异，通常由 

不定芽形成的个体遗传和形态是彼此相同的，这对 

圆瓣姜花工厂化育苗是十分有利的(朱至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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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以圆瓣姜花的成熟种子胚为外植体，通过调 

节外源生长激素，在诱导种子胚萌芽、不定芽增殖方 

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大量的试验，摸索出了一种 

诱导圆瓣姜花丛芽高频率繁殖的组织培养方法，此 

方法操作简便且快捷。同时也进一步表明圆瓣姜花 

的组织培养至少可以通过先诱导愈伤组织再分化出 

芽(陈薇等，2002)和直接诱导不定芽这两种不同的 

途径实现植株再生和快速繁殖。在姜科植物的组织 

培养中，以该科植物的种子胚进行离体培养在国内 

外尚未见报道过，所以本实验结果可以对其他姜科 

植物离体胚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和处理 

供试的圆瓣姜花野生于广西百色市龙和乡的一 

个山坡上(106。23 25”E，23。44 56”N，海拔 791．57 

m)，我们于 2003年 1月从其植株上采下一些刚成 

熟并己自然开裂的蒴果，在室内剥开果，挑选子粒饱 

满且色泽好的新鲜种子 (其 种壳鲜红 色)，先用 

0．2 的洗洁精将种壳清洗干净，然后放人超净工作 

台内，在无菌烧杯中用 75 酒精浸泡 10 s，再用 

0．1 HgCI：溶液浸泡 15 min。取出后以无菌水冲 

洗 5～6次，用消毒滤纸吸干种子表面水分，再用解 

剖刀剥去种皮后取出种胚，然后接种于种胚萌发诱 

导培养基上。 

1．2培养基 

以 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Murashige等， 

1962)，并根据试验 目的需要附加不同浓度配比的 

6一BA(6一Benzyl—aminopurine)、NAA(Naphthalene 

acetic acid)及 IBA(Indole一3一butyrtc acid)。各培养 

基均附加 3．0 9／6蔗糖和 0．7％琼脂，PH值为 5．8。 

按常规的方法配制(李浚明，1992)分装后，于温度为 

121℃、压力为 1．1 kg／cm。的条件下灭菌 20 min。 

1．3培养条件 

在诱导种子胚萌发阶段，先在培养箱中暗培养， 

待幼苗形成后再转入光照度为 2 000 Ix的光下培 

养，12 h／d，温度 26±1℃；其它阶段的培养均在光 

照度为2 000 Ix的光下培养，光照时问为 14 h／d，温 

度 26±l℃。 

1．4培养方法 

首先将消毒后的种子胚接种到诱导种子胚萌发 

的培养基中使其萌发出芽，一般经8～11 d培养后， 

种胚开始膨胀并萌发，当萌发出芽的子叶展开后，将 

芽的下胚轴切成 0．5 cm左右的小段，按原生长极性 

方向接种于丛生芽的诱导培养基中进行不定芽的诱 

导，增殖后的不定芽，一部分接入新鲜的增殖培养基 

中进行扩繁；另一部分则在不定芽开始展叶时，将其 

及时分割成单苗转人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待单 

苗生根并形成完整的再生植株后，将其炼苗后再移 

栽。以上实验均重复 3次，每次每种培养基接种 30 

～ 50个 ，每瓶接种 1～2个外植体。 

1．5统计和分析 

在圆瓣姜花培养的各个诱导阶段分别统计不同 

培养基上的出芽率、增殖芽数、丛生芽增殖系数、生 

根率。通过观察其生长情况，分析各个培养阶段圆 

瓣姜花的最佳诱导培养基。统计方法为：出芽率= 

出芽的胚数／接种的胚数 ×100 9／6；增殖芽数为每种 

培养基上全部单芽所诱导出丛芽的总数量；增殖系 

数一增殖芽数／接种的芽数×100 9／6；生根率一生根 

的幼苗数／接种的幼苗总数×100 9／6；移栽成活率= 

移栽成活的苗数／移栽苗的总数×100 9／6。 

2 结果与分析 

2．1诱导种子胚的萌发 

种子胚一般经 8～11 d培养后，各种培养基上 

的种子胚开始膨胀并萌发，胚根、胚芽伸长，生长迅 

速。30 d后统计出芽数，发现不同培养基对胚萌芽 

的效果差异较大(表 1)，在③中萌芽效果最好，出芽 

率高达 93．3 9／6，并且有的产生较多生长健壮的丛 

芽，根系也很发达，所以 MS+6一BA 1．0 mg·L- + 

NAA 0．2 mg·L- 为最佳的种子胚诱导培养基。 

2．2不定芽的诱导与增殖 

大约接种 5～10 d后，可看见外植体的基部开 

始膨胀，20 d后膨胀的部分长出小芽，形成丛芽。 

统计结果表明(表 2)：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诱导的 

差异较大，其中④号培养基对丛生芽的诱导效果最 

好，丛生芽粗壮且生长良好，增殖系数达 5．28，所以 

MS+6一BA 4．0 mg· +NAA 0．2 mg·L 为最 

适合诱导丛芽产生的培养基。当丛芽长至 3．0 cm 

时可切下单芽转入新鲜的④号增殖培养基中进行扩 

繁，35 d继代培养 1次，增殖迅速。从表2中我们还 

可发现：当6一BA浓度从 0．5 mg·I 增加到 4．0 mg 

· L 时，丛生芽的增殖系数明显增加；当 6一BA浓度 

从 4．0 mg·L 增加到 8．0 mg·L- 时，丛生芽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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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又明显降低，这表明其对 6-BA浓度变化较敏感。 

2．3不同外源激素配合对再生苗生根的影响 

一 般培养 8 d时可见幼苗下端周围出现数个白 

色小突起，13～16 d后，幼苗的基部长出许多白色、肉 

质的不定根，呈辐射状，形成完整的再生植株。我们 

在转人生根培养基 15 d和 30 d后分别统计各种培养 

基中的生根率。统计结果(表 3)表明，以 1／2MS+ 

IBA 0．5 mg· 效果最好，根多且较粗、分枝也多，植 

株生长健壮，生根率达 97．7 ；在③中植株生长较差， 

幼苗较单弱且根少，有的会产生褐化；在①号培养基 

上生根率最低，但根比较粗壮。通过比较可以得出： 

IBA在诱导圆瓣姜花生根方面比NAA效果更好。 

表 1 培养基中不同生长调节剂对圆瓣姜花种子胚出芽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growth regulators on germination of zygotic embryo of Hedychium
．

forrestii 

表 2 BA和NAA对丛生芽诱导及芽增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BA and NAA on formation clustering shoot and bud propagation 

表 3 不同培养基及激素对根诱导的影响 

Table 3 Efleets of 1／2MS and MS with 

different auxims on rooting rate 

。
兰 培雪．基 A激ux索in dR 根率‘ 。。 的生根率 
s al mcdiu (

rag-[． ) 1

n

5

g 

day

rate

s aft

R oo

o

tin

dav

g r

s

a

(

te 

) 

2．4试管苗的移栽 

当试管苗的根长至4．0 cm左右时，将高约 6．0 

cm以上、植株生长健壮、根系发达的试管苗的培养 

瓶盖子打开，在实验室通风和散射光下炼苗 6 d，然 

后用镊子轻轻从培养瓶中夹出试管苗，洗去基部残 

留的培养基，移栽到用 600倍百菌清消毒过的珍珠 

岩 ：泥炭(1：1)的混合基质中，移栽完毕后浇足水， 

然后用薄膜覆盖以保湿保温，保持湿度 9O 左右， 

温度控制在 25～27℃，基质以湿润、不积水为宜，1 

周后揭膜，并注意适当遮荫和通风换气，每周喷一次 

稀释 10倍的 MS大量元素的营养液，移栽 15 d后 

叶片明显伸展，根系伸长，1个月后的统计结果表 

明：再生苗的成活率达到 96．4 。 

3 讨论 

对于姜科一类球根花卉的组织培养，外植体的 

消毒是比较困难的环节，所以外植体的选择非常关 

键 ，已有关于以姜科植物的茎尖、幼茎、花序轴和苞 

片等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的报道(曾宋君等， 

1_999；胡玉姬等，1990；羡蕴兰等，1989)，但消毒效果 

都不是很理想，本实验第一次以该科植物的种子胚 

作外植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降低了外植体的污 

染率(仅为5．1％)，同时又减少了消毒剂对外植体 

的毒害，接种成活率很高。许多研究表明(Ragha— 

van，2003)，从种子中分离出成熟胚进行培养，可以 

完全解除种皮的抑制作用，使胚胎立即萌发。我们 

在本实验中也发现，圆瓣姜花的种子胚这一特点尤 

为明显，在春季，我们用圆瓣姜花的种子播在土中一 

般需要 2个月左右才能萌发，而将其成熟的胚分离 

出来培养时只需 8～11 d就能萌发，这就表明圆瓣 

姜花的种皮对胚胎萌发有抑制作用，需要经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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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期，待这种抑制作用消除后 ，种子才能萌发。种 

胚的离体培养不仅可以打破种子的休眠和缩短育种 

周期，而且还可以解决远缘杂种胚不能正常发育的 

难题，所以本实验结果也为将来圆瓣姜花的新品种 

培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通常认为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例决定外植 

体的分化再生的方向，较高的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 

的比例将诱导外植体分化芽(Skoog等，1957)。在 

本试验中，细胞分裂素 6一BA与生长素 NAA的比例 

较高时确实可以大大提高丛生芽的增殖系数，但它 

们的比例也不宜过高，如果这种比例过高，反而会抑 

制丛芽的增殖，以 6一BA 4．0 mg·L-。+NAA 0．2 

mg·L 效果最佳；在试管苗诱导生根方面已有文 

献报道，1／2MS培养基对试管植物的长根具有促进 

作用(谭文澄等，1991)，在本实验中采用 1／2Ms培 

养基附加 0．5 mg·L。IBA在诱导生根时也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生根率达 97．7 ；圆瓣姜花试管苗的 

移栽基质适应性比较广，但以疏松透气，有机质含量 

高的基质为佳，移栽 1个月后观察，植株叶色浓绿， 

生长健壮，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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