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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杜鹃渊Rhododendron lapponicum冤为杜鹃花科杜鹃

属高山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袁是一种高档花卉植物袁自然生长

状态下树高约 3 m袁生长在海拔 2 500~4 000 m 山地阴坡的

冷杉林中或林缘草坡上袁原产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袁后由比利

时等国引栽驯化出很多优良品种遥高山杜鹃花色鲜艳袁花期

4要5 月袁株型丰满袁叶大花美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与巨大的

开发价值袁高山杜鹃因种子少袁基本依靠扦插进行繁殖[1]袁但
扦插繁殖易受到母株材料和繁殖季节等影响袁生长速率和

产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遥通过应用离体组织培养技术袁可
以克服季节影响等繁殖缺陷袁对高山杜鹃的种苗快繁和规

模化生产具有现实意义[2-3]遥
为进一步挖掘高山杜鹃的种质与价值袁笔者向宁德引

进当地高山杜鹃若干袁通过对现有组织培养手段的探讨改

良袁旨在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工艺流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高山杜鹃品种为红珊瑚袁由福建天蓝蓝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引进遥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选择与消毒遥将新鲜的高山杜鹃顶芽或侧芽

作为试验材料袁用自来水清洗干净后袁加入适量洗衣液浸泡

30 min袁再用清水冲洗 4 h遥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消毒院70%
酒精浸泡 30 s袁无菌水冲洗袁加 0.1%升汞水溶液分别消毒

6尧10尧12 min袁用无菌水冲洗后浸泡 2 min袁重复冲泡过程 3~
5 次[4-5]遥
1.2.2 诱导丛生芽并建立无菌体系遥将消毒好的芽接种到

培养基中袁附加 6 g/L 琼脂和 30 g/L 蔗糖袁调整 pH 值至 5.6袁
每个处理的接入茎段数均为 10 瓶袁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袁
在渊25依1冤益尧光照 12 h/d尧光强 2 000 lx 的条件下培养 30 d袁
诱导丛生芽并建立无菌体系[6]遥
1.2.3 芽的继代增殖培养遥将诱导出的无菌苗嫩芽分别接

种到不同激素组合的培养基中袁附加 6 g/L 琼脂尧30 g/L 蔗糖

和 15 g/L AC袁调整 pH 值至 5.6袁在渊25依1冤益尧光照 12 h/d尧光
强 2 000 lx 的条件下培养 30 d袁具体试验设计见表 1遥统计

芽的增殖情况袁考虑最佳继代增殖培养基配方遥

1.2.4 芽的生根培养遥待继代增殖的组培苗长至 2~3 cm
时袁将生长健壮的小苗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遥生根

培养使用 1/4 MS 为基本培养基袁分别添加 NAA尧IBA袁附加

6 g/L 琼脂尧30 g/L 蔗糖和 15 g/L AC袁调整 pH 值至 5.6袁在
渊25依1冤益尧光照 12 h/d尧光强 2 000 lx 的条件下培养 60 d袁具
体试验设计见表 2袁统计生根情况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升汞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污染率和褐变率的影响

不同升汞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污染率和褐变率有显著的

影响遥当消毒时间为 6 min 时袁外植体污染率达到 100%袁褐
变率为 43.5%曰当消毒时间增加袁污染率逐渐降低袁消毒时

间为 12 min 时袁污染率最低袁为 61.2%袁褐变率为 92.1%曰而
消毒时间为 10 min 时袁污染率为 70.3%袁褐变率为 80.6%
渊表 3冤遥

由此可见袁升汞消毒时间较短时袁污染率高袁褐变率低曰
升汞消毒时间较长时袁污染率降低袁但褐变率提高遥污染率

与褐变率成负相关关系袁这可能是由于升汞消毒会对外植

体造成一定的损伤遥

摘要 基于目前高山杜鹃扦插繁殖的生长和产量瓶颈袁以组织培养为手段袁研究不同培养基和激素配方对高山杜鹃丛生芽诱导尧继代
增殖和生根的影响袁得到最佳的培养基配方和组培快繁工艺遥结果表明袁高山杜鹃组培快繁的最佳工艺为摘取高山杜鹃顶芽或侧芽袁0.1%
升汞消毒后接入 1/4 MS 培养基预培养曰30 d 后将生长健壮的无菌苗嫩芽接至培养基 1/4 MS+ZT 3.0 mg/L+NAA 0.10 mg/L 中进行继代增殖
培养曰30~50 d 后取生长到 2~3 cm 的芽小苗或侧芽切下袁接入培养基 1/4 MS+NAA 2.0 mg/L+IBA 2.0 mg/L 中生根曰60 d 后即可将生根的组培
苗移入基质中进行炼苗生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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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继代增殖培养基配比试验方案 L9渊34冤

处理 培养基种类渊A冤 ZT渊B冤/mg窑L-1 NAA渊C冤/mg窑L-1 空列
1 1渊MS冤 1渊1.0冤 1渊0.05冤 1
2 1渊MS冤 2渊2.0冤 2渊0.10冤 2
3 1渊MS冤 3渊3.0冤 3渊0.20冤 34 2渊1/2MS冤 1渊1.0冤 2渊0.10冤 3
5 2渊1/2MS冤 2渊2.0冤 3渊0.20冤 1
6 2渊1/2MS冤 3渊3.0冤 1渊0.05冤 2
7 3渊1/4MS冤 1渊1.0冤 3渊0.20冤 2
8 3渊1/4MS冤 2渊2.0冤 1渊0.05冤 3
9 3渊1/4MS冤 3渊3.0冤 2渊0.10冤 1

表 2 生根培养试验方案

处理 NAA IBA
1 0.5 0.5
2 0.5 1.0
3 0.5 2.04 1.0 0.5
5 1.0 1.0
6 1.0 2.0
7 2.0 0.5
8 2.0 1.0
9 2.0 2.0

注院基本培养基为 1/4 MS尧蔗糖 30 g/L尧琼脂 6 g/L尧AC 15 g/L袁pH 值5.6遥下同遥

渊mg窑L-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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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绿素 b 皆呈波动变化袁但总体上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含量均呈上升趋势曰一品红叶片叶绿素 a 含量差异并不

明显袁而叶绿素 b 却存在一定的差异遥随着处理天数的增

加袁叶绿素的总含量呈上升趋势袁但光照条件下一品红叶片

的叶绿素总含量比黑暗条件下以及 2 组保鲜剂处理组的叶

绿素总含量多袁而且上升快速曰而黑暗条件下一品红叶片叶

绿素总含量呈持续较缓慢上升的趋势遥相比之下袁STS 处理

与 1-MCP 处理的叶绿素总含量上升的幅度更加缓慢袁其中

1-MCP 处理的叶绿素总含量的变化幅度最小遥由于黑暗条

件抑制了光合作用袁一品红的生长较为缓慢袁反而延长了其

本身的寿命袁延缓了一品红盆花的衰老袁起到一定的保鲜作

用遥因此袁STS 处理与 1-MCP 处理的一品红皆处于缓慢生长

阶段袁从而延长了寿命袁起到一定的保鲜作用袁其中 1-MCP
处理的一品红盆花保鲜效果最好遥

综上所述袁在短期时间内袁黑暗条件有利于一品红盆花

的保鲜袁同时保鲜剂 STS 和 1-MCP 均有利于延长一品红种

苗的寿命袁其中 1-MCP 的保鲜效果比 STS 好遥此外袁STS 存

在重金属污染的问题袁而且含有剧毒袁相比之下袁1-MCP 具

有高效尧无污染尧无毒尧成本低等多种优点袁为最理想的花卉

保鲜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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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激素浓度培养基对芽增殖的影响

采用正交试验方法袁研究基本培养基尧ZT 和 NAA 对无

菌组培苗增殖率的影响遥通过 9 组试验处理得出的增殖率

极差分析结果袁其中基本培养基的种类对组培苗的增殖率

影响最为显著袁R 值为 5.870曰其次是 ZT袁R 值为 5.427曰NAA
的 R 值为 1.910袁影响最小渊表 4冤遥

随着培养基中 ZT 浓度的增加袁组培苗单芽增殖数随之

增加袁但 ZT 浓度达到 4.0 mg/L 时袁单芽增殖数减小且生长

缓慢曰当 ZT 浓度达到 3.0 mg/L 时袁增殖芽数量最多且生长

健壮遥NAA 浓度的增加对组培苗增殖数及生长影响不太显

著袁当 NAA 浓度达到 0.1 mg/L 时趋于平缓遥综上所述袁高

山杜鹃组培苗继代增殖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1/4 MS+ZT
3.0 mg/L+NAA 0.10 mg/L遥

2.3 不同生长素对无菌苗生根的影响

无菌苗接入生根培养基后 30 d 左右袁茎段基部有细根

长出遥从表 5 可以看出袁NAA 和 IBA 的组合配比对高山杜鹃

茎段生根有显著影响袁生根率最低的是处理 1袁生根率仅为

9%曰生根率最高的是处理 9袁生根率达到 63.7%遥随着 NAA
浓度的递增袁生根率也呈现递增袁但 NAA 浓度达到 1.5 mg/L
时袁生根率出现峰值袁并开始缓慢降低遥而随着 IBA 浓度的

增加袁生根率一直稳定平缓上升袁在 2.0 mg/L 时趋于平缓遥
从综合数据来看袁取处理 9 所用培养基 1/4 MS+NAA 2.0 mg/L
IBA 2.0 mg/L 为高山杜鹃生根培养的最佳培养基配方遥
3 结论

综合可知袁高山杜鹃组培快繁的最佳工艺为摘取高山

杜鹃顶芽或侧芽袁用 0.1%升汞消毒后接入 1/4 MS 培养基预

培养曰30 d 后将生长健壮的无菌苗嫩芽接至培养基 1/4 MS+
ZT 3.0 mg/L+NAA 0.10 mg/L 中进行继代增殖培养曰30~50 d
后取生长到 2~3 cm 的芽小苗或侧芽切下袁接入培养基 1/4MS+
NAA 2.0 mg/L+IBA 2.0 mg/L 中生根曰60 d 后即可将生根的组

培苗移入基质中进行炼苗生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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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0.1%升汞灭菌对外植体接种效果的影响

消毒时间/min 外植体数/个 污染率/% 褐变率/%
6 30 100.0 43.5

10 30 70.3 80.6
12 30 61.2 92.1

表 4 平均增殖率极差分析

处理
培养基种类

渊A冤 ZT渊B冤mg窑L-1
NAA渊C冤mg窑L-1 空列

平均增
殖系数

1 1渊MS冤 1渊1.0冤 1渊0.05冤 1 0.10
2 1渊MS冤 2渊2.0冤 2渊0.10冤 2 0.303 1渊MS冤 3渊3.0冤 3渊0.20冤 3 0.40
4 2渊1/2 MS冤 1渊1.0冤 2渊0.10冤 3 0.70
5 2渊1/2 MS冤 2渊2.0冤 3渊0.20冤 1 5.66
6 2渊1/2 MS冤 3渊3.0冤 1渊0.05冤 2 5.89
7 3渊1/4 MS冤 1渊1.0冤 3渊0.20冤 2 1.58
8 3渊1/4 MS冤 2渊2.0冤 1渊0.05冤 3 4.46
9 3渊1/4 MS冤 3渊3.0冤 2渊0.10冤 1 12.37K1 0.267 0.793 3.483
K2 4.083 3.473 4.457
K3 6.137 6.220 2.547
R 5.870 5.427 1.910

表 5 生根培养试验方案

处理 NAA/mg窑L-1 IBA/mg窑L-1 生根率/%
1 0.5 0.5 9.0
2 0.5 1.0 10.7
3 0.5 2.0 58.54 1.0 0.5 56.2
5 1.0 1.0 55.1
6 1.0 2.0 35.2
7 2.0 0.5 48.3
8 2.0 1.0 54.8
9 2.0 2.0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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