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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其抑制作用甚微.

综上所述， 不论是细胞膜或者完整细胞经

秋水仙险及松胞素 B处理后所观察到的结果，

都证明膜下骨架结构对凝集效应虽有一定影

响，但其影响程度甚微，而提示细胞对凝集素

发生凝集作用的决定因素应是细胞膜本身的性

质。考虑到凝集素与糖特异性结合的特性，同

时已有许多资料表明细胞癌变后细胞膜上的糖

蛋白或糖脂有明显的变化[卜12] , 因此我们认

为细胞表面膜上含糖组分的变化与凝集效应之

间的关系，应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小结

(1) 细胞膜与完整细胞对 ConA 的凝集

效应相似; He pA 细胞经秋水仙险、松胞素 B

等处理后和处理前与 ConA 的凝集效应亦相

类同。

(2) 细胞膜本身的性质是细胞对凝集素发

生凝集效应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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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草(Echinochloa crus- galli L)叶片、

叶鞠、幼穗和茎再生植株的诱导*

成秀芳赵成章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理组)

碑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 L)是稻田的

主要杂草之一， 也是畜牧业的优良饲料和酿酒

工业原料。过去人们往往把群草作为稻田的除

芳对象进行研究[ 汀 ， 而忽视了对碑草本身所具

备的许多优异特性的研究和利用。实践证明，

辑草具有光合效率高 (为 C4 植物)、早熟、 抗

性强、适应性广、长势旺、根系发达、吸肥力

强等特点。因此，人们早有利用这些特性的想

法和研究[ 1 ]。例如，有人利用碑草与水稻杂交

以获得抗性强(特别是抗病性)，适应性广的水

稻新品种，但由于遗传等方面的原因，收效不

大。本文主要通过对科革各器官的组织培养 ，

特别是叶片、叶鞠外植休的组织培养，以探索

它的潜在利用可能性和实用价值。试验结果表

明，禅草各器官外植体都能迅速地形成愈伤组

织，继而分化产生大量完整植株，这可能对禾

本科作物的叶肉细胞原生质体培养和细胞杂交

及作物育种具有一定的意义。现将试验结果报

道于下.

* 郑康乐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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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为本院温室栽培的 科 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实生植株和再生植株。 取样时期均为

颖花分化期， f!jJ幼穗 i乏度约 1 厘米左右。

先将材料的根、 叶豆豆去 ， 保留所需部分(约 10-

15 厘米 ) ， 在 95 %酒精中浸辈分钟，然后在饱和漂白

粉上清液中浸 2 0 分钟 ， 取出剥去大部分叶箱， 再在

0.1 %升柔中消毒 15 分钟 ， 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4

次， 取出嫩叶片 、 叶楠、 幼艳、、茎和穗轴进行培养。

叶片、 叶销外植体长度为 1 厘 米， 其 他 民度均为

0. 2-0 . 3 厘米。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培养基均为

N6 培养基[汀， 洋菜 0.65 % 、 市:糖 3%、附加 2 ， 4-D 2 
毫克/升、 BA(6- ~f基氨基嗦岭 ) 2 毫克/升、 NAAO.5

毫克/升; 在分化培养基中要去掉 2 ， 4 -D ， 京主糖浓度

为 2% . 其他不变[町 ，

诱导愈伤组织和分化绿茵的培养温 度 皆 为 26-

28.C 。 当愈伤组织转移到分化培养基后 ，即 在 2000

米烛光下进行培养， 每天光照 9-10 小时，成苗后则

在自然光照下进行壮苗培养。

实验结果

不同部佳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和分

化

外植休接种后 2- 3 天就明显变色.幼穗

经 8 天的培养， 便在外植体的每个颖花上长出

颗粒状乳白色愈伤组织(图 4 )或类胚体，同时

也出现乳黄色的愈伤组织。布满整个外植体，

在叶片、叶阳、 茎、榕的切口处长出乳黄色愈

伤组织(图 1 - 4 )。幼穗、穗轴、茎、 叶黯、

叶片愈伤组织出现时间分别为 8 、 9 、 15、

17天:它们的愈伤组织诱导率依次为 92 .3、

84.6、 81. 8、 17. 1(见表 1 )。即幼穗的愈伤组

织出现最早，诱导率最高 ， 茎次之，叶片最低。

当愈伤组织长到 2-3 毫米大小时，即可

进行分化培养，一般培养 6 天就出现绿点，紧

接着产生许多相互重叠的胚状体和绿芽(图 5 ) 

并能迅速成苗(图 6) ， 它们的愈伤组织几乎都

能分化成苗，除叶鹏外， 其分化率都在百分之

百: 每块愈f万组织都有很高的绿苗分 化 能力

〈见表 1 ) . 

198 2 年

因 1 叶片:舍: 19J组织

图 2 11-1 黯愈伤组织

医I 3 茎愈1JJ组织

图 4 t'J 'f忠、企1jJ组织

因 5 月圣状体和绿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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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6 Í)主生绿茵

b 植 体部位 l叫叫幼穗l 茎|穗轴
外植体数目 55 70 65 22 13 
愈伤组织出现所需天数 17 15 8 9 9 
愈伤组织诱导率 % 7. 3 17.1 92.2 81. 8 84. "6 

愈伤组织分化率 。~~ 100 83 100 100 100 
每块金伤组织得苗数 9.5 6.8 7.5 7.2 3.4 

-
另外，幼穗愈伤组织不经转移在基本培养

基上也能直接成苗，不过，生长要慢得多。如

将愈伤组织转移到只合无机盐的White(1934)

培养基上培养，也能绥慢地分化出绿芽和根，

但始终不能成苗。

晌

二、 不同激素种类和浓度对绿苗分化的影

1.不同 激素种 类:

从表 2 结果看出， BA (细胞分裂素〉、 KT

表 2 不同激素种类对愈伤组

织绿茵分化数的影响

转移 | 愈伤组织 | 单位愈伤|生长

块 数 ! 分化率%1 组织得苗数|状况

激 I BA I 2S I 100 12.1 I 无根

动 I KT I 20 I 100 I 6.3 I 有根

素 I ZT I 15 I 33.3 I 2.0 I 无根

生长 12 ， 4-D I 25 I 52 .0 I 2.9 I 无根
素 I NAA I 20 I 80.0 I 5. 4 I 有根

注 : 1. BA 、 KT 、 ZT 浓度为 2 毫克/升，加 0.5
毫克/升 NAA o

2. 2, 4- D 浓度为 1 毫克/升， NAA 为 0.5

毫克/升。

(i敖动素〉、 ZT(玉米素 )的浓度均为 2 毫克/升，

对再生植株的分化率和单位愈伤组织得苗率有

显著差异。其中加有 BA 的愈伤组织分化率和

单位愈伤组织得苗数均最高， 而 ZT，无论是

愈伤组织分化率，还是单位愈伤组织得苗数均

明显少于 BA 和 KT ， 不过， KT 的再生苗根

部发育较好。但是，生长素 2 ， 4-D 和 NAA 的

愈伤组织分化率和得苗数均不及 BA 和 KT。

2. 不同激素浓度:

BA 的浓度在 0、 0 . 5、1. 0、 2.0 毫克/升

的范围内都能诱导成苗。不过，单位愈伤组织

得苗数随 BA 浓度的增加而提高(见表 3 )。 表

明外源细胞分裂素有利于牌草愈伤组织出苗数

的提高。但对根系发育不良。

自主lzzl2332 LZZ鸟 ltz

3. 激亲自己合使用

从表 4 看出，细胞分裂素 BA 与生 长素

2 ， 4-D 或 NAA 自己合使 用较 BA 或 2 ， 4-D、

NAA 单独使用的愈伤组织分化率为高。同时，

还可以看出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配合使用有

利于再生植株在试管中加速发育，直接孕穗开

花。

襄 4 激素配合使用对愈伤

组织绿茵分化的影响

转移| 愈伤|单位 |生育
BAI2 ,4-D INAAI I 组织|愈伤组织l

2 。 I 0 

块数 1 /\.1 1/ -.p l ,,"'- _*1< I 状况吩化率| 得商数 i

20 I 95 5.7 

; 1 : 1:5| ;: lt:| 引 |开花 4 株
0.51 1 I 0 20 I 55 6.3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22 细胞生物学杂志 19 82 年

(三)再在苗在试管中直接开花

幼穗愈伤组织在分化培养基上培养 1 个多

月，即可成市移栽， 3 - 4 叶时移栽成活率

高，生长势旺， 分攘力强，并能正常开花结

实。如果使再生苗继续留在试管中培养，则从

愈伤组织转移至开花只需 56 天(图 7)，每株

产生 1-10 个颖花，雌芯和雄芯正常外露，但

始终不能结实。此时，苗高为 5 .4-14.5 厘米

不等， 5-6 片叶， 试验结果表明，开花与激

素配比有关 ， 而单独使用激素者都不见诱导开

花。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图 7 在试tf l书直接开花

讨论

1. 据夏镇澳 (1980)报道[7 ]，目前原生质

体培养仍然集中于茄科、 撤形科和十字花科。

禾本科虽有些突破，但还是一个难题，特别是

叶肉原生质体的培养 ， 至今还没有能够从原生

质体经培养分化再生为完整植株。 因此，有人

对禾谷类叶肉细胞是否有"全能性"产生怀

疑。虽然从燕麦、大麦、小麦的叶肉原生质体

培养后见到分裂，但问题仍是提高分裂率和再

生能力。我们认为群草叶片有较强的愈伤组织

诱导率和再生能力，由它所产生的生活力旺盛

的细胞无性繁殖系可能有利于原生质体的培

养，进而形成再生植株。

2. 再草的幼穗培养，不仅诱导出大量完

整植株，而且成功地使再生苗在试管中开花，

这在禾本科植物组织培养中也还是首次报道。

由于碑草取材方便， 诱导、分化率高，重复性

好，成苗迅速，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材料

进行植物生理、生化、 遗传等方面的研究。 特

别是在人工控制下研究其发育生理和开 花机

理。这对加速育种进程，提高作物产量，控制

杂草生长等都有一定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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