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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辣椒无菌苗叶片为外植体
.

就激素对其不定芽分化及植株再生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
。

结果表明
,

B A 对叶片不定芽的诱导效果最好
,

Z T 次之
,

K T 不能有效地诱导叶片形成

不定芽
; IA A 与 B八 相配合使叶片不定芽分化频率明显提高

;

BI A 或 N A A 与 B A 的激素组合

使叶片不定芽分化频率有所不降
; 2

,

4
一
D 对叶片不定芽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在分化培养

基中添加 1
.

0 m g / L G A
,

有利于不定芽的伸长
。

不 定芽伸长后 在不 含激素的 M S 或 M S十

认A 培养基上诱导 生根
,

形成完整植株
。

关键词 辣椒
,

叶片离体培养
,

植物激素
,

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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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近年来
,

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辣椒育种尤其是抗性育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花药

培养 [ ’ 〕及茎尖「’
·
3」、

茎尖分生组织 〔` { 、

子叶和下胚轴
LS

·
6二
等外植体离体培养体系的建立

,

为

体细胞突变体的筛选和外源基因的导入等新兴育种方法提供了技术保证
。

叶片是一种取

材方便
、

广泛用于植物基因工程的外植体
。

但关于辣椒叶片离体培养方面的系统研究国内

迄今尚未见报道
。

本研究以无菌苗叶片为外植体
,

研究外源激素对其不定芽分化
、

伸长及

植株再生的影响
,

旨在建立辣椒离体培养及植株再生体系
,

为进一步进行体细胞突变体筛

选
、

外源基因导入等遗传操作奠定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辣椒品系 1 20 由本系种质资源课题组提供
。

种子以 70 % 乙醇浸泡 30 5 ,

0
.

1% H g CI
Z

灭菌 7 m in
,

无菌水冲洗 3~ 4 次
,

接种于不含激素的 M S 培养基上
。

取无菌苗第 2一 3 片真

叶
,

切成 。
.

5 c m x l 。 m 小块
,

接种于附加不同组合
、

不同浓度激素的 M S 培养基上
。

培养

温度 25 士 2℃
,

光照 1 4。。 xI
,

每 日光照 14 h
.

培养 30 d 后统计其不定芽分化频率
。

不定芽

长至 0
.

5 ~ 1 c m
,

在 M S 无激素培养基或 M s + I A A o
.

5 m g / L 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

待其基

部形成完整的根系后
,

栽入盛有蛙石和砂土的营养钵中并加盖玻璃罩保湿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细胞分裂素对叶片不定芽分化的作用

将辣椒叶片外植体分别接种于附加 B A
、

Z T 及 K T 的 M S 培养基上
。

2 周后在附加

B A 或 Z T 的培养基上
,

部分叶片切 口 处形成浅绿 色质地致密的愈伤组织 (图版 1 )
,

并在

愈伤组织上出现绿色芽点继而形成不定芽 (图版 2 ) ; 部分叶片切口处直接分化出不定芽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6一 2 7

,

国家 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 2 4卷

(图版 3 );而在含 K T的培养基上叶片切口 处仅形成质地致密
、

表面呈 白色绒毛状的绿色

愈伤组织
,

未发生器官分化
。

B A 与 Z T 相 比
,

前者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诱导效果较好

(表 1 )
。

试验中还观察到在含 Z T 的培养基 中诱导形成的不定芽常有玻璃化现象
。

表 1 细胞分裂素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表 2 B A 浓度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种类
浓度

( rn g / L )

分化频率
( 环 )

B A 浓度
( rn g / L )

接种外
植体数

分化频率
( % )

2 20 2 1 0
.

00

1 5
.

0 0

4 0
.

0 0

3 3
.

3 3

1 0 22 8 3 6
.

3 7

2
.

2 不同浓度 B A 对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表 2 表明
,

B A 浓度在 2一 6 m g / L 范 围内
,

叶片不定芽分化频率随 B A 浓度的提高呈

上升趋势 ; 而 B A 浓度由 6 m g / L 增至 10 m g / L
,

不定芽分化频率则有所下降
。

且当 B A 浓

度高于 8 m g / L 时
,

部分愈伤组织发生褐化
,

诱导出的部分不定芽畸形生 长
,

说 明高浓度

B A 对愈伤组织和不定芽的生长具有不利影响
。

在诱导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时
,

B A 浓度

以 6 m g / L 为宜
。

2
.

3 不同激素配比对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在附加 6 m g / L B A 的 M S 培养基上分别加入 2
,

4
一

D
、

N A A
、

BI A 和 I A A
,

发现其对辣

椒不定芽的分化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

2
,

4
一

D 对不定芽的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N A A

与 I B A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但 I A A 与 B A 相配合则可明显促进不定芽的匆 化 (表 3 )
。

表 3 不同激紊配比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激索配 比 ( m g / L )

B A Z
,

4 一D N A A IB A IA A
接种外植体数 分化外植体数 分化频率 ( 洲 )

6
.

0 0 一 一 一 一 2 0 8 4 0
.

0 0

6
.

0 0 0
.

2 5 一 一 一 2 0 0 0

6
.

0 0 0
.

5 0 一 一 一 2 2 0 0

6 0 0 一 0
.

5 0 一 一 2 0 4 2 0
.

0 0

6
.

0 0 一 1
.

0 0 一 一 0 C O

6
.

0 0 一 一 0
.

5 0 一 2 2 4 1 8
.

1 8

6
.

0 0 一 一 1
.

0 0 一 2 2 4 1 8
.

1 8

6
.

0 0 一 一 一 0
.

50 20 9 4 5
.

0 0

6
.

0 0 - -

一 一 1
.

0 0 1 8 14 7 7
.

7 8

2
.

4 G A
3

对不定芽分化及伸长的影响

由辣椒外植体分化形成的不定芽常呈丛生状
,

其中只有少部分 (约 13 % )可以伸长
。

在分化培养基中加入 G A 3

可以有效地促进不定芽伸长 (图版 4 )
,

但使不定芽的分化频率

有所下降
,

当 G A
,

浓度增至 2
.

5 m g / L 时
,

不定芽的分化明显被抑制
,

且不定芽畸形生长
,

说明促进不定芽伸长时 G A
。
的浓度以 1一 1

.

5 m g / L 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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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版 3 ) ;而在含 K T的培养基上叶片切口 处仅形成质地致密
、

表面呈 白色绒毛状的绿色

愈伤组织
,

未发生器官分化
。

B A 与 Z T 相 比
,

前者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诱导效果较好

(表 1 )
。

试验中还观察到在含 Z T 的培养基 中诱导形成的不定芽常有玻璃化现象
。

表 1 细胞分裂素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表 2 B A 浓度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种类
浓度

( rn g / L )

分化频率
( 环 )

B A 浓度
( rn g / L )

接种外
植体数

分化频率
( % )

2 20 2 1 0
.

00

1 5
.

0 0

4 0
.

0 0

3 3
.

3 3

1 0 22 8 3 6
.

3 7

2
.

2 不同浓度 B A 对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表 2 表明
,

B A 浓度在 2一 6 m g / L 范 围内
,

叶片不定芽分化频率随 B A 浓度的提高呈

上升趋势 ; 而 B A 浓度由 6 m g / L 增至 10 m g / L
,

不定芽分化频率则有所下降
。

且当 B A 浓

度高于 8 m g / L 时
,

部分愈伤组织发生褐化
,

诱导出的部分不定芽畸形生 长
,

说 明高浓度

B A 对愈伤组织和不定芽的生长具有不利影响
。

在诱导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时
,

B A 浓度

以 6 m g / L 为宜
。

2
.

3 不同激素配比对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在附加 6 m g / L B A 的 M S 培养基上分别加入 2
,

4
一

D
、

N A A
、

BI A 和 I A A
,

发现其对辣

椒不定芽的分化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

2
,

4
一

D 对不定芽的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N A A

与 I B A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但 I A A 与 B A 相配合则可明显促进不定芽的匆 化 (表 3 )
。

表 3 不同激紊配比对辣椒叶片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激索配 比 ( m g / L )

B A Z
,

4 一D N A A IB A IA A
接种外植体数 分化外植体数 分化频率 ( 洲 )

6
.

0 0 一 一 一 一 2 0 8 4 0
.

0 0

6
.

0 0 0
.

2 5 一 一 一 2 0 0 0

6
.

0 0 0
.

5 0 一 一 一 2 2 0 0

6 0 0 一 0
.

5 0 一 一 2 0 4 2 0
.

0 0

6
.

0 0 一 1
.

0 0 一 一 0 C O

6
.

0 0 一 一 0
.

5 0 一 2 2 4 1 8
.

1 8

6
.

0 0 一 一 1
.

0 0 一 2 2 4 1 8
.

1 8

6
.

0 0 一 一 一 0
.

50 20 9 4 5
.

0 0

6
.

0 0 - -

一 一 1
.

0 0 1 8 14 7 7
.

7 8

2
.

4 G A
3

对不定芽分化及伸长的影响

由辣椒外植体分化形成的不定芽常呈丛生状
,

其中只有少部分 (约 13 % )可以伸长
。

在分化培养基中加入 G A 3

可以有效地促进不定芽伸长 (图版 4 )
,

但使不定芽的分化频率

有所下降
,

当 G A
,

浓度增至 2
.

5 m g / L 时
,

不定芽的分化明显被抑制
,

且不定芽畸形生长
,

说明促进不定芽伸长时 G A
。
的浓度以 1一 1

.

5 m g / L 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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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翁之等
「 7二在灯笼果组织培养中报道过 I气 A与 B A配合可促进不定芽的分化

,

作者在辣

椒离体培养研究 16 及本试验也发现 I A A 与 B A 配 合可以大幅度提高外植体不定芽分化

频率
,

看来 ! A A 与 B八 对不定芽分化的协同促进作 用在组培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辣椒的不定芽难以伸长是辣椒组织培养中植株再生的重要障碍之一
。

曹冬孙等曾以

在分化培养基 中加入 G A
3

的方法促进不定芽伸长困
,

本试验结果证实了这一方法
,

但也

发现 G A
,

对不定芽的分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这种抑制作用在烟草组织培养中虽曾有

过报道 〔’ “
」

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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