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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氮源对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诱导、
发育及有机物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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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花榈木体胚发生过程中不同碳氮源处理对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发育和有机物积累的影响ꎬ
并筛选出有利于花榈木体胚发生的碳氮源ꎬ优化体胚发生体系ꎬ该研究以成熟胚为外植体ꎬ通过单因素试验

分析 ３ 种碳源、４ 种蔗糖浓度和 ６ 种氮源处理下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发育和有机物积累的差异ꎮ 结果表明:
(１)蔗糖中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显著高于葡萄糖和麦芽糖ꎬ但其体胚诱导率、体胚分化率、胚性愈伤组织可

溶性糖、淀粉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差异不显著ꎮ (２)随着蔗糖浓度的升高ꎬ胚性愈伤组织、体细胞胚(体胚)诱
导率、体胚分化率、胚性愈伤组织重量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ꎬ均以添加 ３０ ｇＬ￣１蔗糖最

高ꎬ而胚性愈伤组织可溶性糖和淀粉含量呈增加的趋势ꎮ (３)在 ６ 种氮源处理中ꎬ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以添

加 ５００ ｍｇＬ￣１谷氨酰胺的处理最高ꎬ体胚诱导率则以添加谷氨酰胺和水解酪蛋白的处理较高ꎬ但不同氮源

处理间体胚分化率无差异ꎻ添加有机氮源的处理其胚性愈伤组织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高于无氮源处理ꎮ 总

之ꎬ不同的碳氮源通过影响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发育和有机物的积累ꎬ从而影响其体胚诱导率ꎬ但
对体胚分化率影响不显著ꎮ 初步认为 ３０ ｇＬ￣１蔗糖和 ５００ ｍｇＬ￣１谷氨酰胺作为碳氮源可促进花榈木体胚

发生诱导ꎮ
关键词: 花榈木ꎬ 体胚发生ꎬ 胚性愈伤组织ꎬ 碳氮源ꎬ 有机物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１０９￣０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ＷＵ Ｇａｏｙｉｎ１ꎬ２ꎬ ＷＥＩ Ｘｉａｏｌｉ １ꎬ３∗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１ꎬ３ꎬ ＷＥＩ Ｙｉ１ꎬ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１－２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４６０１９３)ꎻ贵州省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２０１６】５６６１)ꎻ贵州省林业厅项目 [黔林
科合(２０１０)重大 ０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１４６０１９３)ꎻ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２０１６] ５６６１)ꎻ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Ｑｉａｎ Ｌｉｎ Ｋｅ Ｈｅ (２０１０) Ｍａｊｏｒ ０２]ꎮ
第一作者: 吴高殷(１９９０－)ꎬ博士ꎬ主要从事种苗繁育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ｗｕｇａｏｙｉｎ１２３４＠ １６３.ｃｏｍꎮ

∗通信作者: 韦小丽ꎬ博士ꎬ教授ꎬ主要从事种苗繁育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ｇｄｗｘｌ￣６９＠ １２６.ｃｏｍꎮ



(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ｌｌｕｓ
(Ｅ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ꎬ
ａｎｄ ｔｏ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 ｈｅｎｒｙｉ. Ｍａｔｕｒｅ ｅｍｂｒｙｏ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Ｏ. ｈｅｎｒｙｉ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ｘ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Ｅ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ｔｏｓ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 (Ｓ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ꎬ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ｉｔｈ ＥＣ. (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ꎬ Ｓ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ＥＣ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３０ ｇＬ￣１ｓｕｃｒｏｓ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３) Ｉｎ ｓｉｘ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ꎬＥ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５００ ｍｇＬ￣１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ꎬ Ｓ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ꎬ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Ｃ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ꎬ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３０ ｇＬ￣１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ａｎｄ ５００ ｍｇＬ￣１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 ｈｅｎｒｙ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ꎬ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ꎬ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ｌｌｕｓꎬ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花榈木(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属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红

豆属(Ｏｒｍｏｓｉａ)常绿乔木ꎬ材质致密、坚硬、纹理美

丽ꎬ为我国珍贵用材树种ꎬ是制作高档家具和工艺

品的重要原材料ꎬ其根、枝、叶均可入药ꎬ具有较高

的经济、药用和生态价值ꎮ 由于花榈木种皮坚硬ꎬ
透水性差ꎬ野生自然资源稀少ꎬ大小年现象严重ꎬ自
然更新困难ꎬ生长缓慢ꎬ且成年树木易遭砍伐和破

坏ꎬ造成现有野生自然资源濒临灭绝状态ꎮ 为保护

其现有自然资源多样性和解决种质资源不足问题ꎬ
当下迫切需要进行保护和繁殖ꎬ无性繁殖可以解决

生产实践中资源匮乏问题和缓解供需矛盾ꎮ 其中ꎬ
组织培养技术具有繁殖速度快、产量高、利于种质

资源保存和遗传转化(Ｋｅｓｈｖａ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等优

点ꎬ在林木的扩繁研究和运用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前

人对同为豆科植物的红豆树(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香合

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等的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研

究ꎬ但仍存在愈伤组织分化率、不定芽增殖率、生根

率低等问题(桂平ꎬ２０１８ꎻ许倩ꎬ２０２０)ꎮ
花榈木无性繁殖中ꎬ赵正霞(２００７)和文虹等

(２０２０)分别对花榈木埋根和嫁接技术进行了研

究ꎬ高丽等(２００９)和乔栋(２０１６)初步建立了组织

培养再生体系ꎬ但再生植株的数量有限ꎬ其技术尚

不成熟ꎬ且生产成本高ꎬ难以实现产业化ꎮ 体细胞

胚胎发生作为一种高效的体外再生方法ꎬ是体细

胞在体外培养形成胚性愈伤组织ꎬ经胚胎发生和

胚胎发育形成大量胚状体的过程ꎬ对产业化生产、
胚胎发育和细胞全能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先前

的研究建立了花榈木体胚发生再生体系(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较深入探讨了花榈木体胚发生的生理

机理ꎬ揭示了可溶性糖、淀粉和可溶性蛋白是花榈

木体胚发生的物质基础(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前人

在三叶无患子(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ｕｓ) (Ａｓｔｈａ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北美鹅掌楸(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ｕｌｉｐｉｆｅｒａ) (Ｋｉ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和斐济果(Ｆｅｉｊｏａ ｓｅｌｌｏｗｉａｎａ) ( Ｖｅｓｃｏ ＆
Ｇｕｅｒｒａꎬ ２００１)等物种体细胞胚培养研究中发现ꎬ
可溶性糖、淀粉和可溶性蛋白这些有机物含量受

碳氮源及浓度的影响( Ｉｒａｑｉ ＆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ꎬ ２００１)ꎬ从
而影响体胚诱导率ꎮ 由此推测ꎬ碳氮源及浓度与

体胚诱导率及其生理变化有关ꎬ但它们如何调控

花榈木体胚诱导及其有机物积累的机理尚未可

知ꎮ 因此ꎬ本研究以花榈木成熟胚作为外植体ꎬ采
用单因素试验ꎬ分别以 ３ 种碳源、４ 种蔗糖浓度和

０１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６ 组氮源添加至胚性愈伤组织、体细胞胚和体细胞

胚分化诱导培养基中ꎬ通过分析不同碳氮源处理

下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体胚诱导率及有机物积

累的差异ꎬ拟探讨以下问题:(１)碳氮源对花榈木

体胚诱导率是否具显著影响ꎻ(２)碳氮源是否影响

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有机物积累ꎬ从而对体胚诱

导起作用ꎮ 旨在筛选花榈木体胚发生诱导适宜的

碳氮源ꎬ进而为优化花榈木体胚再生体系提供参

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采摘贵州省孟关(２６°１４′２３"
Ｅꎬ１０６°２５′１２" Ｎꎬ海拔 １ １１２ ｍ)同一株花榈木种子ꎮ
浓硫酸浸泡种子 １ ｈꎬ回收浓硫酸ꎬ自来水洗净种子ꎬ
７５％乙醇处理 １ ｍｉｎꎬ２％ ＮａＣｌＯ 处理 ８ ｍｉｎꎬ无菌水

清洗 ５ 次ꎬ无菌水浸泡种子 ２４ ｈꎬ使其吸胀ꎬ在超净

工作台上使用接种工具剥取成熟胚ꎬ备用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花榈木体胚发生诱导过程　 (１)胚性愈伤组

织诱导:以成熟胚为外植体ꎬ接种至胚性愈伤组织

诱导培养基中ꎮ 胚性愈伤诱导培养基参考 Ｗｕ 等

(２０２０)的配方:Ｂ５培养基、０.２ ｍｇ Ｌ￣１ ６￣ＢＡ、２.０
ｍｇＬ￣１ ２ꎬ４￣Ｄ 和 ２.５ ｇＬ￣１结冷胶ꎬ暗培养ꎬ(２５±
２) ℃ꎮ 第 ２５ 天统计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ꎮ (２)
体细胞胚诱导:将(１)中胚性愈伤组织转接至体细

胞胚诱导培养基ꎬ体细胞胚诱导培养基参考 Ｗｕ 等

(２０２０)的配方:Ｂ５ 培养基、０. ５ ｍｇＬ￣１ ＫＴ、１. ０
ｍｇＬ￣１ ２ꎬ４￣Ｄ 和 ２.５ ｇＬ￣１结冷胶ꎬ暗培养ꎬ(２５±
２) ℃ꎮ 培养 ４ 周后统计体细胞胚诱导率ꎮ (３)体
细胞胚分化诱导:将(２)中体细胞胚转接至体细胞

胚分化诱导培养基ꎬ体细胞胚分化诱导培养基参

考 Ｗｕ 等(２０２０)的配方:Ｂ５ 培养基ꎬ０. ５ ｍｇＬ￣１

ＴＤＺꎬ０.２ ｍｇＬ￣１ ＮＡＡꎬ光照强度 ２０ μｍｍ ￣２ ｓ￣１ꎬ１６
ｈｄ￣１ꎻ６０ ｄ 后统计体细胞胚分化率ꎮ
１.２.２ 不同碳氮源添加的试验设计 　 在上述培养

的(１)(２)(３)阶段均添加不同碳源、不同浓度蔗

糖和有机氮源ꎬ具体设计为:
(１)碳源:分别添加 ３０ ｇＬ￣１ 蔗糖( Ｔ１)、３０

ｇＬ￣１葡萄糖 (Ｔ２)和 ３０ ｇＬ￣１麦芽糖(Ｔ３)ꎻ
(２)蔗糖浓度:分别添加 ２０ ｇＬ￣１蔗糖(Ｃ１)、

３０ ｇＬ￣１蔗糖(Ｃ２)、４０ ｇＬ￣１蔗糖(Ｃ３)和 ５０ ｇ

Ｌ￣１蔗糖(Ｃ４)ꎻ
(３)有机氮源:分别添加 ０.５ ｇＬ￣１谷氨酰胺

Ｇｌｎ(Ｎ１)、０.５ ｇＬ￣１水解酪蛋白 ＣＨ(Ｎ２)、０.５ ｇ
Ｌ￣１水解乳蛋白 ＬＨ(Ｎ３)、０.２５ ｇＬ￣１Ｇｌｎ ＋ ０.２５ ｇ
Ｌ￣１ＣＨ ( Ｎ４)、 ０. ２５ ｇ Ｌ￣１ Ｇｌｎ ＋ ０. ２５ ｇ Ｌ￣１ ＬＨ
(Ｎ５)、０.２５ ｇＬ￣１ＣＨ ＋０.２５ ｇＬ￣１ＬＨ(Ｎ６)和以不

添加有机氮为对照(Ｎ０)ꎮ
上述各阶段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ꎬ每个重复接种

２０ 个外植体ꎮ 所有培养基在灭菌前( １２１ ℃ꎬ２０
ｍｉｎ)ｐＨ 值均调节至 ５. ９０ ± ０. ２ꎬ培养条件为暗培

养ꎬ(２５±２) ℃ꎮ
１.２.３ 胚性愈伤组织的生长和有机物测定 　 接种

后第 ２５ 天ꎬ分别测定不同处理培养基的 ｐＨ 值(雷
磁 ＰＨＳ￣３Ｃ 型 ｐＨ 计ꎬ上海)ꎻ并收集胚性愈伤组

织ꎬ使用万分之一天平 (赛多利斯 Ｐｒａｃｔｕｍ２２４￣
１ＣＮꎬ德国)测量单个成熟胚诱导获得的胚性愈伤

组织重量ꎬ装入 ５ ｍＬ 离心管ꎬ贮藏于－８０ ℃ 超低

温冰箱ꎻ待样品收集完毕ꎬ对生理指标进行统一测

定ꎮ 可溶性糖和淀粉含量的测定采用硫酸－蒽酮

法ꎬ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法(刘
萍等ꎬ２０１６)ꎬ每个处理重复测定 ３ 次ꎮ
１.３ 体胚诱导相关指标计算

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体细胞胚诱导率和体

细胞胚分化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 ＝ (胚性愈伤组织

的数量 /接种成熟胚数量) ×１００ꎻ
体细胞胚诱导率(％)＝ (体细胞胚的数量 /接

种胚性愈伤组织数量) ×１００ꎻ
体细胞胚分化率(％) ＝ (体细胞胚的萌发数

量 /接种体细胞胚数量) ×１００ꎮ
１.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统

计处理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通过 Ｔｕｒｋｅｙ 检

验进行差异显著分析(Ｐ<０.０５)ꎬ最后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９ 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花榈木体胚发生的诱导

成熟胚在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培养

７ ~ １０ ｄꎬ愈伤组织从成熟胚四周长出ꎮ 培养 ２５ ｄ
后ꎬ胚性愈伤组织为乳白色、黄白色或黄色ꎬ并在

１１１２１２ 期 吴高殷等: 碳氮源对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发育及有机物积累的影响



愈伤组织表面有结节状的小突起(图 １:ａ)ꎬ它们在

不同碳源、蔗糖浓度和有机氮源上的外观形态无

差异ꎮ 胚性愈伤组织在体胚诱导培养基中培养 ４
周后相继发育形成表面光滑、白色、透明状和类似

球形胚的体细胞胚(图 １:ｂ)ꎬ体细胞胚在体胚分

化培养基中进一步分化形成幼芽(图 １:ｃ)ꎮ
２.１.１ 碳源对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及发育的影响 　
添加 ３ 种碳源的花榈木成熟胚愈伤组织诱导率均

为 １００％(图 ２)ꎬ但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ꎮ 其中ꎬＴ１ 处理的胚性愈伤组织诱导率

最高ꎬ比 Ｔ２ 和 Ｔ３ 分别高 ９.３％和 ９.７％ꎮ 不同碳源

体细胞胚诱导率和分化率的差异不显著 ( Ｐ >
０.０５)ꎬ但均以 Ｔ１ 最高ꎮ
２.１.２ 蔗糖浓度对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及发育的影

响　 花榈木成熟胚愈伤组织诱导率随蔗糖浓度的

增加呈降低趋势(图 ３)ꎬ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
而胚性愈伤组织、体细胞胚诱导率和体细胞胚分

化率随蔗糖浓度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ꎬ其
诱导率均以 Ｃ２ 最高ꎬ但体细胞胚分化率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Ｃ４ 的体胚诱导率急

剧下降ꎬ这说明高浓度蔗糖不利于体胚诱导ꎮ
２.１.３ 有机氮源对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及发育的影

响　 与对照 Ｎ０ 相比ꎬ添加不同有机氮源对愈伤组

织诱导率和体胚分化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但
对胚性愈伤组织和体胚诱导率影响显著(Ｐ<０.０５ꎬ
图 ４)ꎬ其中ꎬＮ１ 胚性愈伤诱导率显著高于 Ｎ０ꎬ增
加了 １８％ꎻＮ１、Ｎ２ 和 Ｎ４ 体胚诱导率显著高于 Ｎ０ꎬ
分别比 Ｎ０ 高 １８.５％、２０.５％和 １９.２％ꎮ
２.２ 碳氮源对胚性愈伤组织的生长及有机物积累

的影响

２.２.１ 碳源对胚性愈伤组织生长及有机物积累的

影响　 不同碳源处理的胚性愈伤组织重量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ꎬ以 Ｔ１ 最高ꎬ分别比 Ｔ２、Ｔ３ 高 ２１％、
７.８％ꎬ而对培养基 ｐＨ 值、胚性愈伤组织的可溶性

糖、淀粉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不显著 ( Ｐ >
０.０５ꎬ表 １)ꎮ 这表明不同碳源对胚性愈伤组织的

生长影响较大ꎬ对培养基 ｐＨ 值、胚性愈伤组织碳

氮积累的影响较小ꎮ
２.２.２ 蔗糖浓度对愈伤组织生长及有机物积累的影

响　 不同蔗糖浓度处理对培养基 ｐＨ 值和胚性愈伤

组织淀粉含量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ꎬ但对胚性愈

伤组织的重量、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显著(Ｐ<０.０５ꎬ表 ２)ꎮ 随蔗糖浓度升高ꎬ胚性愈伤组

织的重量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

势ꎬ以 Ｃ２ 最高ꎻ胚性愈伤组织可溶性糖含量则随蔗

糖浓度增加呈逐渐增加趋势ꎬ在 Ｃ４ 处理中最高ꎬ分
别是 Ｃ１、Ｃ２、Ｃ３ 处理的 ２.８５、１.９０、１.３０ 倍ꎮ 结果表

明蔗糖浓度对培养基的 ｐＨ 值影响较小ꎬ对胚性愈

伤组织的生长及其有机物积累影响较大ꎮ
２.２.３ 有机氮源对愈伤组织生长及有机物积累的

影响　 有机氮源对培养基 ｐＨ 值和胚性愈伤组织

淀粉含量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ꎬ但对胚性愈伤

组织重量、可溶性糖含量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

响显著 (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３)ꎮ 胚性愈伤组织重量在

Ｎ５、Ｎ１ 和 Ｎ０ 处理中较高ꎻＮ０ 胚性愈伤组织可溶

性糖 含 量 分 别 比 Ｎ１ － Ｎ６ 高 ２２％、 １７％、 ３４％、
９.８％、１６％和 ２.４％ꎻ相反ꎬＮ１－Ｎ６ 胚性愈伤组织可

溶性蛋白含量显著高于 Ｎ０ꎮ 可见ꎬ有机氮源的添

加有助于胚性愈伤组织的生长和可溶性蛋白的积

累ꎬ却不利于胚性愈伤组织可溶性糖的积累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碳源对花榈木体胚发生诱导的影响

碳源参与碳代谢途径ꎬ为植物生命活动提供

能量和碳骨架ꎬ对植物生长发育是不可或缺的ꎬ影
响植物体胚诱导率的高低( Ｂａｒｔ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本研究中ꎬ蔗糖胚性愈伤组织、体胚及体胚分化诱

导率均高于葡萄糖和麦芽糖ꎬ与龙眼(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ａ)(赖钟雄ꎬ１９９７)和胡桃楸(赵舒野ꎬ２０１３)
体胚诱导的结果一致ꎮ 胚性愈伤组织的重量以添

加蔗糖处理最高ꎬ可能与相同碳源浓度下蔗糖较

葡萄糖和麦芽糖能够更好地调节培养基中的低渗

环境ꎬ且蔗糖作为双糖经水解后形成同等量的葡

萄糖和果糖ꎬ有 助 于 提 高 蔗 糖 合 成 酶 (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ꎬＳＳ)、蔗糖磷酸合成酶(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ꎬＳＰＳ)和转化酶(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ꎬＩＮＶ)的活性ꎬ
促进碳水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转运能力ꎬ从
而增加碳水化合物含量ꎬ提供外植体更多的能量

有关( Ｉｒａｑｉ ＆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ꎬ ２００１ꎻ罗凯等ꎬ２０２１)ꎮ 这

些可能是蔗糖被作为大部分植物细胞培养碳源的

主要原因ꎮ 此外ꎬ不同碳源处理下培养基 ｐＨ 值差

异不显著ꎬ与它们是非电解质有关ꎮ
３.２ 蔗糖浓度对花榈木体胚发生诱导的影响

蔗糖浓度影响培养基渗透压ꎬ适当的蔗糖浓

度为细胞膨大提供渗透推动力ꎬ 有助于提高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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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胚性愈伤组织(ＥＣ)ꎻ ｂ. 体细胞胚(ＳＥ)ꎻ ｃ. 体细胞胚的分化ꎮ
ａ.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ｌｌｕｓ (ＥＣ)ꎻ ｂ.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 (ＳＥ)ꎻ ｃ.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图 １　 花榈木在培养基中添加谷氨酰胺的体胚发生
Ｆｉｇ. １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Ｔ１－Ｔ３ 分别表示 ３０ ｇＬ￣１蔗糖、３０ ｇＬ￣１葡萄糖和 ３０ ｇＬ￣１麦芽糖ꎮ 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Ｔ１－Ｔ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３０ ｇＬ￣１ｓｕｃｒｏｓｅꎬ ３０ ｇＬ￣１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３０ ｇＬ￣１ｍａｌｔｏｓ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２　 不同碳源对愈伤组织、体胚和体胚分化诱导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ｃａｌｌｕｓꎬＳＥ ａｎｄ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代谢相关酶的活性ꎬ对体胚诱导具有重要作用

(Ｈａｚｕｂｓｋａ￣Ｐｒｚｙｂｙ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在本研究中ꎬ花
榈木的胚性愈伤组织、体胚和体胚分化诱导率均

以添加 ３０ ｇＬ￣１蔗糖最高ꎬ与前人对龙眼(赖钟

雄ꎬ１９９７)和云杉( Ｈａｚｕｂｓｋａ￣Ｐｒｚｙｂｙ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果类似ꎮ 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可溶性糖

和淀粉含量随蔗糖浓度升高整体呈逐渐升高的趋

势ꎬ前人在红花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ｗｕｆ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宁娜

娜等ꎬ２０１８)、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辛福梅ꎬ

２００７)和云杉(Ｈａｚｕｂｓｋａ￣Ｐｒｚｙｂｙ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体胚

诱导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ꎮ 究其原因可能是适

当的蔗糖浓度不仅促进组织的生长ꎬ调控着细胞

内外糖代谢的信号分子应答ꎬ诱导了 ＡＢＡ 水平上

升ꎬ提高了糖代谢过程中 ＳＳ 和 ＳＰＳ 酶活性ꎬ促进

了糖 分 的 积 累 ( 陈 俊 伟 等ꎬ ２００４ )ꎻ 凌 亚 杰 等

(２０１８)报道随外源糖浓度升高ꎬＳＳ 和 ＳＰＳ 酶活性

相应增强ꎬ糖分含量增加ꎬ从而影响到细胞组织的

形态建成(Ｃａｎｇａｈｕａｌａ￣Ｉｎｏｃｅｎｔ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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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Ｃ４ 分别表示 ２０ ｇＬ￣１ꎬ３０ ｇＬ￣１ꎬ４０ ｇＬ￣１和 ５０ ｇＬ￣１蔗糖ꎮ
Ｃ１－Ｃ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２０ ｇＬ￣１ꎬ ３０ ｇＬ￣１ꎬ４０ ｇＬ￣１ａｎｄ ５０ ｇＬ￣１ｓｕｃｒｏｓ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３　 不同蔗糖浓度对愈伤组织、体胚和体胚分化诱导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ｃａｌｌｕｓꎬＳＥꎬ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０. 对照ꎻ Ｎ１. ０.５ ｇＬ￣１谷氨酰胺 Ｇｌｕꎻ Ｎ２. ０.５ ｇＬ￣１水解酪蛋白 ＣＨꎻ Ｎ３. ０.５ ｇＬ￣１水解乳蛋 ＬＨꎻ Ｎ４. ０.２５ ｇＬ￣１Ｇｌｕ ＋ ０.２５
ｇＬ￣１ＣＨꎻ Ｎ５. ０.２５ ｇＬ￣１Ｇｌｕ＋０.２５ ｇＬ￣１ＬＨꎻ Ｎ６. ０.２５ ｇＬ￣１ＣＨ＋０.２５ ｇＬ￣１ＬＨꎮ
Ｎ０－Ｎ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Ｋ)ꎬ ０.５ ｇＬ￣１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Ｇｌｕ)ꎬ ０.５ ｇＬ￣１ｃａｓｅ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ＣＨ)ꎬ ０.５ ｇＬ￣１ Ｌａｃｔａｌｂｕｍ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ＬＨ) ꎬ
０.２５ ｇＬ￣１Ｇｌｕ ＋ ０.２５ ｇＬ￣１ＣＨꎬ ０.２５ ｇＬ￣１Ｇｌｕ＋０.２５ ｇＬ￣１ＬＨꎬ ０.２５ ｇＬ￣１ＣＨ＋０.２５ ｇＬ￣１Ｌ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４　 不同有机氮源对愈伤组织、体胚和体胚分化诱导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ｃａｌｌｕｓꎬＳＥ ａｎｄ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胚性愈伤组织糖含量较高ꎬ却抑制了体胚发育进

程ꎮ 这些研究结果证明高浓度的蔗糖虽然促进了

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糖分的积累ꎬ但是抑制了体

胚诱导ꎮ
３.３ 氮源对花榈木体胚发生诱导的影响

有机氮源(谷氨酰胺、水解酪蛋白和水解乳蛋

白)可提高培养基 ＮＨ４
＋与 Ｎ０３

－比例ꎬ改变 Ｃ / Ｎ 的

比值ꎬ促进龙舌兰(Ｒｅｙｅｓ￣Ｄíａ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和落叶

松(齐力旺ꎬ２０００)胚胎的生长发育ꎮ 本研究中ꎬ添
加有机氮源的处理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和体胚诱

导率均高于对照(Ｎ０)ꎬ其中ꎬ胚性愈伤组织诱导

率以添加谷氨酰胺(Ｎ１)最高ꎬ类似的结果在三叶

无患子胚性愈伤组织诱导中被报道 ( Ａｓｔｈａ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ꎮ 这可能与花榈木对氮元素 (ＮＨ４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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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碳源对胚性愈伤组织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Ｅ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碳源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Ｈ 值
ｐＨ ｖａｌｕｅ

胚性愈伤重量
ＥＣ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可溶性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淀粉含量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可溶性蛋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Ｔ１ ４.７４±０.０７ａ ０.２６９±０.００７ａ ２２.２２±１.１４ａｂ １８.３８±１.４７ａ １１.８６±０.３ａ
Ｔ２ ４.６５±０.０６ａ ０.２１２±０.０１２ｂ ２４.８０±０.３３ａ １６.０４±１.６７ａ １０.８９±０.５８ａ
Ｔ３ ４.７３±０.０８ａ ０.２４８±０.０１５ａ ２４.４５±０.１０ａ １６.６６±１.７１ａ １０.９８±０.４６ａ

　 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在 Ｐ<０.０５ 水平下的显著性差异ꎮ 下同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不同蔗糖浓度对胚性愈伤组织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蔗糖浓度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 值
ｐＨ ｖａｌｕｅ

胚性愈伤重量
ＥＣ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可溶性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淀粉含量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可溶性蛋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Ｃ１ ４.５８±０.０３ａ ０.１８±０.０２４ａｂ １２.８４±０.８９ｃ １５.４８±０.６４ａ １０.２１±０.６３ｂｃ
Ｃ２ ４.６±０.０３ａ ０.２±０.０１６ａ １９.２７±１.０８ｃ １４.９３±１.８６ａ １１.８５±０.０６ａ
Ｃ３ ４.４±０.０６ａ ０.１７±０.０１４ｂ ２８.２４±５.３１ｂ １６.５８±２.８４ａ ９.０５±０.９３ｃ
Ｃ４ ４.５４±０.１４ａ ０.１７±０.０２２ａｂ ３６.６５±２.８２ａ １８.７４±１.１８ａ １０.６±０.３ｂ

表 ３　 不同有机氮源对胚性愈伤组织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ｎ Ｅ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有机氮源
Ｏｒｇａ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Ｈ 值
ｐＨ ｖａｌｕｅ

胚性愈伤重量
ＥＣ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可溶性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淀粉含量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可溶性蛋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Ｎ０(ＣＫ) ４.４９±０.０６ａ ０.２１±０.０１２ａｂ ２０.１６±２.２８ａ ９.９±５.２７ａ ８.３１±０.３３ｄ
Ｎ１ ４.５４±０.０４ａ ０.２１±０.０１ａｂ １５.８３±１ｂｃ １５.４１±１.５７ａ １１.７９±０.２ａ
Ｎ２ ４.４７±０.０８ａ ０.１６±０.００７ｃｄ １６.７６±２.１９ａｂｃ １１.２６±２.３５ａ １１.７９±０.３６ａ
Ｎ３ ４.５２±０.１２ａ ０.１９±０.０１１ｂｃ １３.２５±０.８１ｃ １４.７１±１.８９ａ ９.８４±０.２４ｂｃ
Ｎ４ ４.５７±０.１１ａ ０.１３±０.００８ｅ １８.１９±０.８１ａｂ １４.８５±１.３１ａ １１.５２±０.２６ａ
Ｎ５ ４.５５±０.０９ａ ０.２２±０.０１１ａ １６.８９±１.６５ａｂｃ １６.１７±０.２７ａ １１.４９±０.１７ａ
Ｎ６ ４.５２±０.０８ａ ０.１６±０.００３ｄ １９.６７±１.３１ａｂ １１.３３±０.７４ａ １０.４９±０.１４ｂ

Ｎ０３
－)的吸收和利用效率有关ꎮ 因为谷氨酰胺合

成酶 (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ꎬ ＧＳ) 和 硝 酸 还 原 酶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ꎬＮＲ)是植物体内氮代谢同化作

用的关键酶ꎬ其中ꎬＧＳ 通过氮素同化作用ꎬ利用

ＡＴＰ 分解释放的能量ꎬ将无机氮催化为谷氨酰胺

和谷氨酸供植物利用(刘云菲等ꎬ２０２１)ꎻ若 ＧＳ 活

性低ꎬ植物体内合成的蛋白质不足或低于植物生

长所需阈值ꎬ植物生理代谢和生长发育将受影响ꎬ
而外源谷氨酰胺的添加利于植物对其的吸收和利

用ꎬ提高了 ＧＳ 和 ＮＲ 的活性ꎬ促进蛋白质的形成

(罗慧和李伏生ꎬ２０２０)ꎬ为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的

正常发育提供氮源保障ꎮ 与对照(Ｎ０)相比ꎬ有机

氮源(Ｎ１－Ｎ６)处理促进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中可

溶性蛋白含量的积累ꎬ相反ꎬＮ１－Ｎ６ 处理花榈木胚

性愈伤组织可溶性糖含量却较低ꎬ辛福梅(２００７)

在栓皮栎中也发现类似的结果ꎮ 这可能与 Ｎ０ 处

理中培养基 Ｃ / Ｎ 比相对较高ꎬ利于可溶性糖的合

成ꎬ而添加有机氮源(Ｎ１－Ｎ６)ꎬ培养基 Ｃ / Ｎ 比值

降低ꎬ促进可溶性蛋白的积累有关ꎮ
综上分析得出结论:碳氮源影响花榈木胚性愈

伤组织的诱导、发育和有机物的积累ꎬ从而影响其

体胚诱导率ꎬ但对体细胞胚分化的影响不显著ꎮ 培

养基中添加 ３０ ｇＬ￣１蔗糖和 ５００ ｍｇＬ￣１谷氨酰胺

可以促进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和体细胞胚的诱导ꎮ

参考文献:

ＡＳＴＨＡＮＡ Ｐꎬ ＲＡＩ ＭＫꎬ ＪＡＩＳＷＡＬ Ｕꎬ ２０１７.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ｕｓꎬ ａ
ｐｌａｎｔ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 ｈｅｒｂａｌ ｓｏａ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Ｉｎ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ꎬ

５１１２１２ 期 吴高殷等: 碳氮源对花榈木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发育及有机物积累的影响



１００: ２２８－２３５.
ＢＡＲＴＯＳ ＰＭＣꎬ ＧＯＭＥＳ ＨＴꎬ ＡＭＡＲＡＬ ＬＩＶ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ｆｆｅａ ａｒａｂｉｃａ Ｌ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８(４): ２０９.

ＣＡＮＧＡＨＵＡＬＡ￣ＩＮＯＣＥＮＴＥ ＧＣꎬ ＳＩＬＶＥＩＲＡ Ｖꎬ ＣＡＰＲＥＳＴＡＮＯ
Ｃ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ａ ｓｅｌｌｏｗｉａｎａ
[Ｊ].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Ｃｅｌｌ Ｄｅｖ￣Ｐｌꎬ ５０(２): １６６－１７５.

ＣＨＥＮ Ｊ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Ｓ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ＬＣꎬ ２００４. Ｓｕｇａ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ꎬ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ｕｉｔｓ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ｓꎬ ３０(１): １－１０. [陈俊伟ꎬ 张
上隆ꎬ 张良诚ꎬ ２００４. 果实中糖的运输、代谢与积累及其
调控 [Ｊ].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ꎬ ３０(１): １－１０.]

ＧＡＯ Ｌꎬ ＬＩ ＨＬꎬ ＹＡＮＧ Ｂꎬ ２００９.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ｃｏｔｙｌ ｏ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
[Ｊ]. Ｊ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３７(３３):１６２７１－１６２７３. [高丽ꎬ 李
洪林ꎬ 杨波ꎬ ２００９. 花榈木胚轴愈伤组织的诱导及植株再
生 [Ｊ].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３７(３３): １６２７１－１６２７３.]

ＧＵＩ Ｐꎬ ２０１８.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ｒ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ｅｓ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Ｄ].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桂
平ꎬ ２０１８. 珍稀观赏树种红豆树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Ｄ]. 贵阳:贵州大学.]

ＨＡＺＵＢＳＫＡ￣ＰＲＺＹＢＹŁ Ｔꎬ ＫＡＬＥＭＢＡ ＥＭꎬ ＲＡＴＡＪＣＺＡＫ 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ｂｓｃｉｓ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ａｎ ｏｓｍｏｔｉｃ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ｒｃｈ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ｅａ
ｓｐｐ.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ｓ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３８(２):５９.

ＩＲＡＱＩ Ｄꎬ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ＦＭ.ꎬ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ｒｕｃｅ ( Ｐｉｃｅａ ｍａｒｉａｎａ )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ｓｐｒｕｃｅ (Ｐｉｃｅ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ｓ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１１１(３): ３８１－３８８.

ＫＥＳＨＶＡＲＩ Ｔꎬ ＮＡＪＡＰＨＹ Ａꎬ ＫＡＨＲＩＺＩ 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ｔｅｖｉａ
ｒｅｂａｕｄｉａｎａ Ｂｅｒｔｏｎｉ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Ｊ].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Ｂｉｏｌꎬ
６４(２): ４６－４９.

ＫＩＭ ＹＷꎬ ＨＡＮ ＭＳꎬ ＭＯＯＮ Ｈ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ＢＡꎬ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ｏｓｍｏｔｉｃｕｍ ｆｏｒ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ｕｌｉｐｉｆｅｒａ [ Ｊ ]. Ｊ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３８(２): １８６－１９０.

ＬＡＩ ＺＸꎬ １９９７.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ｏｐｌａ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ｏｎｇａｎ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ａ Ｌｏｕｒ) [Ｄ].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赖钟雄ꎬ １９９７. 龙眼原生质体培养再生
系统的研究 [Ｄ]. 福州: 福建农业大学.]

ＬＩＮＧ ＹＪꎬ ＭＯ Ｑꎬ ＭＯ 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ｕｇａ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ｒｕ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 Ｊ]. 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ｇｒｉｃ Ｕｎｉｖꎬ ３６ ( １): ６７ －
７１. [凌亚杰ꎬ 莫琴ꎬ 莫凡ꎬ 等ꎬ ２０１８. 外源糖处理对草莓
果实品质和主要生物活性物质的影响 [Ｊ]. 四川农业大
学学报ꎬ ３６(１): ６７－７１.]

ＬＩＵ Ｐꎬ ＬＩ ＭＪꎬ ＤＩＮＧ ＹＦꎬ ２０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刘萍ꎬ 李明军ꎬ 丁义峰ꎬ
２０１６. 植物生理学实验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ＬＩＵ ＹＦꎬ ＸＵＥ ＤＳꎬ ＧＯＮＧ ＣＪꎬ ２０２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Ｊ].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Ｃｈｅｍ Ｉｎｄꎬ ５０(５): ９７－
９９. [刘芸菲ꎬ 薛栋升ꎬ 宫春杰ꎬ ２０２１. 谷氨酰胺合成酶研
究进展 [Ｊ]. 山东化工ꎬ ５０(５): ９７－９９.]

ＬＵＯ Ｈꎬ ＬＩ ＦＳꎬ ２０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Ｊ].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ꎬ (９): ９０－９４. [罗慧ꎬ
李伏生ꎬ ２０２１. 滴灌施氮对番茄氮代谢及水氮利用的影响

[Ｊ]. 节水灌溉ꎬ (９): ９０－９４.]
ＬＵＯ Ｋꎬ ＸＩＥ Ｃꎬ Ｗ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ｏｄ ａｂ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ｙ ｓｔｒｉｐ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ｏｎ Ｓｉｎꎬ ４７ (４): ７５２ － ７６０. [罗凯ꎬ 谢琛ꎬ 汪锦ꎬ 等ꎬ
２０２１. 外源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套作大豆碳氮代谢和花
荚脱落的影响 [Ｊ]. 作物学报ꎬ ４７(４): ７５２－７６０.]

ＮＩＮＧ ＮＮꎬ ＤＥＮＧ Ｗꎬ ＺＨＵ Ｚ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ｏｒ
ｎｏｔ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 ｗｕｆ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Ｊ]. Ｍｏｌ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ꎬ １６(１０): ３２７８－３２８５. [宁娜娜ꎬ 邓为ꎬ 朱仲龙ꎬ 等ꎬ
２０１８. 红花玉兰胚性与非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及生理生
化差异分析 [Ｊ]. 分子植物育种ꎬ １６(１０): １９２－１９９.]

ＱＩＡＯ Ｄꎬ ２０１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 [Ｄ].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 [乔栋ꎬ ２０１６. 花榈木组
织培养技术研究 [Ｄ]. 贵阳: 贵州大学.]

ＱＩ ＬＷꎬ ２００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Ｌａｒｉ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ｓ￣
ｒｕｐｐｒｅｃｈｔｉｉ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齐
力旺ꎬ ２０００. 华北落叶松体细胞胚胎发生与遗传转化系统
建立的研究 [Ｄ]. 北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ＲＥＹＥＳ￣ＤÍＡＺ ＪＩꎬ ＡＲＺＡＴＥ￣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ＡＭꎬ ＰＩＡ￣ＥＳＣＵＴＩＡ
Ｊ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Ａｇａｖｅ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Ｈａｗ [ Ｊ]. Ｉｎ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ꎬ １０８: ８１－８５.

ＶＥＳＣＯ Ｌꎬ ＧＵＥＲＲＡ ＭＰꎬ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Ｆｅｉｊｏａ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
Ｏｒｇꎬ ２００１ꎬ ６４(１): １９－２５.

ＷＥＮ Ｈꎬ ＺＨＵ ＴＣꎬ ＺＨＯＵ Ｊ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 [Ｊ]. Ｈｕｎａｎ Ｆｏｒ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４７ (１) : ８６－８８. [文虹ꎬ 朱天才ꎬ 周洁尘ꎬ
等ꎬ ２０２０. 花榈木嫁接技术研究 [ Ｊ]. 湖南林业科技ꎬ
４７(１): ８６－８８.]

ＷＵ ＧＹꎬ ＷＥＩ ＸＬ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 [Ｊ].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 Ｏｒｇꎬ １４２(２): ２２９－２４０.

ＷＵ Ｇꎬ ＷＥＩ Ｘ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 [Ｊ].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
Ｏｒｇꎬ １４４: ５０５－５１７.

ＸＩＮ ＦＭꎬ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ｇｒｉｃ Ｆｏｒ Ｕｎｉｖ. [ 辛 福 梅ꎬ
２００７. 栓皮栎体胚发生生理生化特性的研究 [Ｄ].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ＸＵ Ｑꎬ ２０２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ａｒｄｓｅｅｄｎ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Ｌ.Ｆ.) Ｂｅｎｔｈ [Ｄ].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许倩ꎬ ２０２０. 香合欢硬实破除及组织培养研究
[Ｄ]. 南宁:广西大学.]

ＺＨＡＯ ＳＹꎬ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 Ｄ ]. Ｈａｒｂ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赵舒野ꎬ ２０１３. 胡桃楸体胚发生过程中生理生
化特性的研究 [Ｄ].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ＺＨＡＯ ＺＸꎬ ２００７.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ｂｙ ｂｕｒｙｉｎｇ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 [Ｊ]. Ｆｏｒ Ｅｃｏｌꎬ (５): ２２. [赵正霞ꎬ
２００７. 花榈木埋根育苗技术 [Ｊ]. 湖南林业ꎬ (５): ２２.]

(责任编辑　 李　 莉)

６１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