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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愈伤组织诱导及其对不同激素的响应 

潘小平 ，李美茹，杨 谦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50) 

摘 要：通过对黄皮不同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初步获得了愈伤组织。结果表明：腋芽、花芽容易诱导绿色愈 

伤组织，且愈伤组织较细密。叶柄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很低，时间长，生长缓慢。愈伤组织的增殖继代培养的初 

步研究表明：花芽愈伤组织在继代培养基上形成白色、较松散的愈伤组织 ，质地较差；而腋芽及叶柄产生的愈 

伤组织生长极缓慢 ，难以继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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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us induction and respond to different 

phytohormone 0f Clausena lansium 

PAN Xiao—ping，LI Mei—ru，YANG Qian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650，China) 

Abstract：Different explants of Wampee(Clausena lansiura)were used to induce callus．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lant axillary bud and flower bud could be induced green，tighten callus in short time while 

the callus obtained from the explant petiole had lower induction rate，longer induction time，and grew much 

slowly．Subculture result indicated that white，friable callus could be obtained by subcultured callus from the 

explant of flower bud．However，the callus induced from the explant axillary bud and petiole grew much slow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subcultur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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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资源丰富的芸香科黄皮属植物黄皮 

(Clausena lansium(Lour．)Skeels)是一种果树。不 

仅能食用，其根、叶、果、核还能人药，能解表行气、健 

胃止痛。民间用其叶煮水、洗浴，治疗疥癞、消风肿 

等。黄皮叶的水浸膏治疗急性黄疸型病毒性肝炎有 
一 定疗效(杨明河等，1987)。黄皮叶中的黄皮酰胺 

类似脑复康对脑起保护作用，改善脑血液循环和抑 

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刘云等，1991)。目前关于黄皮 

的组织培养报道较少(宁正祥等，1987)，其愈伤组织 

诱导形成的研究未见报道。本工作对黄皮进行了愈 

伤组织诱导和继代培养的研究，并考察了植物激素 

对黄皮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为进一步 

筛选合适的愈伤诱导培养基及继代培养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黄皮果树购买于广州市果树研究所，以 MS为 

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6-BA(苄基腺嘌呤)、 

2，4一D(二氯苯氧已乙酸)、NAA(萘乙酸)、IAA(吲 

哚乙酸)。琼脂 0．7％，蔗糖 3％，pH5．8～6．0，121 

℃灭菌 15---20 min。黄皮幼茎、叶柄及刚刚萌出的 

花蕾(圆球形)。将材料用 自来水洗净，置于 7O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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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中浸泡 30 s，吸千。转入 0．1 升汞溶液中浸泡 4 
～ 5 ra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在无菌条件下接 

种于不同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在 27士3 

℃，暗培养 。 

形成愈伤组织的外植体是指形成了肉眼可见的 

愈伤组织的外植体，愈伤组织形成频率：形成愈伤 

组织的外植体数／接种的未污染 的外植体数 × 

i00 ，所有数据均于外植体接种 1个月后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愈伤组织形成的观察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配置一组含激素 2，4一D、 

NAA、6-BA、IAA的培养基。各种外植体分别接种 

表 I 植物激素对黄皮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phytohormone on callus production from different explants of Clausena lan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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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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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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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所示的八种不同培养基上观察脱分化时间， 

并计算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从表 1可见黄皮各种外 

植体中，愈伤组织出现的时间，以花芽脱分化较容 

易，腋芽可诱导出愈伤组织，而叶柄较难产生愈伤组 

织．夕卜植体在各种培养基上的诱导率，相对以花芽诱 

导率较高，其次为腋芽，最后为叶柄。愈伤组织生 

长，以花芽、腋芽等的愈伤组织为绿色、较细密，质地 

较好；而叶柄的愈伤组织为白色、较松散，质地较差。 

2．2愈伤组织的继代培养 

待愈伤组织长到一定大小，从外植体上移出进 

行继代培养。花芽愈伤组织生长较好，以MS+2，4一 

D-+6一BA。+NAA。和 MS+2，4一Do．5+6一B ．5+ 

NAA。作为继代培养基，其愈伤组织在继代培养基 

上培养了 10 d后形成白色、较松散的愈伤组织，质 

地较差。而腋芽及叶柄产生的愈伤组织生长极缓 

慢，难以继代。可见适合于愈伤形成的激素配比并 

不适合于愈伤组织的生长。 

3 讨 论 

从黄皮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可以进一步 

以组织培养手段生产和提高黄皮中活性成分黄皮酰 

胺，通过次生代谢途径诱导其活性成分增加，本文首 

次报道黄皮愈伤组织的诱导。 

在利用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生产有用次生代谢产 

物的研究中，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是其重要的一步， 

诱发的愈伤组织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后的培养 

与筛选、悬浮细胞系的建立、大规模生物反应器的培 

养。虽然从黄皮花芽、腋芽、叶柄中都能诱导愈伤形 

成，但目前其生长量很低，花芽略高，腋芽、叶柄的愈 

伤生长量很低，生长非常缓慢；而且生长质地不同， 

花芽 、腋芽生长质地较好 ，而叶柄 的较差。同时，花 

芽继代培养产生的愈伤组织质地不好，腋芽和叶柄 

(下转第 151页 Continue on page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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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代培养仍然很困难。因此，选择培养愈伤组织的 

激素配方不能仅依据愈伤组织诱导率来确定，还要 

对愈伤组织生长量进行统计分析。这方面的工作正 

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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