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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番红花 ( Crocus sativ us) ,又称藏红

花、西红花 ,藏药中称为苟日苟木。

2 　材料类别 　番红花的花瓣。

3 　培养条件 　第一步诱导瓣状体 ,诱导培养基为

1/ 2MS + NAA 4 mg·L - 1 (单位下同) + KT 4～8 +

CH 300 + 肌醇 200。第二步花柱2柱头状物的定向

分化培养 ,分化培养基的配方是 1/ 2MS + NAA 4 +

KT 4 + CH 300 + 肌醇 200。上述培养基均加入

0. 5 %琼脂粉 ,3 %蔗糖 , p H 为 5. 8。培养温度为

(20 ±1) ℃,暗中培养。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番红花花瓣的获得　花期取带 7～8 cm 顶芽

的球茎 ,此时叶片和花蕾均未穿破叶鞘。在超净台

上用 75 %的乙醇擦拭顶芽 3 次 ,剖开花芽 ,分离花

瓣。

4. 2 　瓣状体的产生 　将花瓣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上。5 周后 ,花瓣的基部膨大且变为黄绿色。随

后 ,基部开始出现小的鳞片体。这些小的鳞片体逐

渐长大形成瓣状体 ,瓣状体增殖很快 ,在短期内生

长成簇。瓣状体的诱导频率为 30 %。将瓣状体从

花瓣外植体上分离下来 ,转接到分化培养基上 ,定

向分化花柱2柱头状物。

4. 3 　花柱2柱头状物的诱导 　将瓣状体转接到分

化培养基上 ,3 周后在瓣状体簇中开始出现白色或

黄色的柱头状物。这一结构生长较快 ,颜色逐渐加

深 ,呈橘红色或红色 (图 1) 。长度也与天然柱头的

长度相近。瓣状体在分化花柱2柱头状物的同时也

不断增殖 ,这就保证了系统的持续性。花柱2柱头

状物的诱导频率可以达到 60 %。而以往试验的诱

导频率仅为 37. 5 %[1 ] 。

5 　意义与进展 　番红花属鸢尾科番红花属 ,是传

统的珍贵中药。主要用于活血通脉 ,养血祛淤 ,消

图 1 　番红花瓣状体上的花柱2柱头状物

肿止痛等。此外 ,它还是昂贵的天然色素和香料。

由于番红花的有效部位仅为雌蕊 —柱头 ,而且对生

长条件要求较为严格 ,种植范围较小 ,资源紧缺 ,近

年来对番红花的快速繁殖[2 ]和诱导柱头状物的研

究增多。与以往诱导柱头状物的试验[1 ]结果相比 ,

我们在培养过程中采取分阶段处理的方法 ,这可以

大大提高花柱2柱头状物的诱导频率 ,而且花柱2柱
头状物的长度、色泽与天然产物基本一致。这对今

后探讨番红花离体条件下大规模培养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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