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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和 NAA对朱顶红组织培养的影响 

张亚玲，张延龙，原雅玲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陕西杨凌 7l21oo) 

摘 要：以朱顶红品种为试材，在组织培养过程中，以鳞茎为外植体，研究 6BA和 NAA的不同浓度对 

其直接诱 导再生植株的影响。结果 表明 ：MS+l mg／L的 6BA+2 mg／L的 NAA是 直接诱导鳞茎再生 

植株的最好组 合，而 LS+2 mg／L的 6BA+O．5 mg／l NAA是直接诱导鳞茎再生植株的理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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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 uence of 6BA and NAA 

Tissue Cul ture of Amaryl l is 

on the Propagation Through 

(Hippeastrum Hibr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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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uhiva of Red lion and Orange Souvereign of amaryllis(Hippeastrum hibridum)as test 

material，their bulb scales were used as explants in tissue cultur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6BA and NAA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ir regeneration．The result showed that MS+ 1 mg／L6BA+2 mg／LNAA is 

the optimum combination，followed by the medium composition of LS+2 mg／L6BA+0．5 mg／L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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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顶红(Hippeastrum hibridum)又名孤挺花、 

百支莲和喇叭花 ，为石蒜科孤挺花属植物 ]。朱顶 

红为多年生草本[2]。有肥大的鳞茎 ，近球形。朱顶 

红花枝亭亭玉立，4～6朵朱红色喇叭形花朵着生 

顶端，朝阳开放，显得格外艳丽悦 目。 

朱顶红是世界重要的鲜切花及盆花 品种之 

一

，在切花市场有很大的潜力，但其自然分球繁殖 

率特别低，园艺栽培品种自花不实，大规模生产很 

难发展起来，组织培养以其繁殖系数大、繁殖周期 

短、可周年生产等优点，弥补了其分生繁殖的不 

足∞]，目前，国内关于朱顶红组织培养的研究已有 

少量报道[4=，因此，进行组织培养研究，对推动其 

快速繁殖及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材采 自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的朱顶红品种园 

中的优 良品种红狮子(Red lion)、橙色塞维(Or— 

ange Souvereign)。 

1．2 方法 

采集朱顶红鳞茎 ，用 70 的酒精和 0．1 的 

HgC1 消毒获得无菌材料。以MS为基本培养基， 

用 6BA单因子，将 6BA浓度分别设为 1，2，3，4， 

5，6，8，10，15，2O mg／L组合 10，个不同处理；采 

用 6BA配合 NAA双因子，仍以MS为基本培养 

基，将 NAA浓度固定为 2 mg／L，6BA浓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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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5，2，2．5 mg／I 组合 4个不同处理；将 

NAA 浓度 固定为 1 mg／L，6BA 浓度分别 为 1， 

1．5，2，2．5 mg／L组合 4个不同处理；以LS为基 

本培养基，将 NAA浓度固定为 0．5 mg／L，6BA 

浓度分别为 1，1．5，2，2．5 mg／L组合 4个不同处 

理 ；将 NAA浓度 固定为 1 mg／L，6BA浓度分别 

为 1，1．5，2，2．5 mg／L组合 4个不同处理；采用 

NAA配合 6BA双因子，以MS为基本培养基，将 

6BA浓 度 固定 为 1 mg／L，NAA 浓度分 别 为 1， 

1．5，2，2．5 mg／L组合 4个不同处理；以LS为基 

本培养基，将 6BA浓度固定为 0．5 mg／I ，NAA 

浓度分别为 1，1．5，2，2．5 mg／L组合 4个不同处 

理。以上各试验，附加 3 的蔗糖，4．5～5 g／L的 

琼脂粉，调节 pH值至 5．8～6．2，光照强度为 

1000~2000 Lx，每 日光照时间 10～15 h，温度为 

23±2 C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培养，定期检查并统计 

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6BA直接诱导再生植株 

2．2．1 6BA单 因子直接诱导再 生植株 从表 1 

可看出，用单因子 6BA诱导效果很不理想，浓度 

在 1～4 mg／I 之间时，诱导率仅摆动在 10 左 

右，且当浓度大于 5 mg／L时，7 d培养基变黑， 

15 aN养基黑色加深 ，不能继续诱导分化不定 芽。 

2O d后自然枯萎。总之，用 6BA单因子直接诱导 

再生植株不可取。 

表 1 6BA(单因子)对鳞茎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 

诱导不定芽数 5．6个、诱导率 89．5 、叶数 2．13 

个、叶长 4．65 cm，效果最 好 ；固定 NAA 浓度 1 

mg／L不变，增加 6BA浓度，诱导效果同样逐渐增 

加，Ms+1 mg／L的NAA+2 mg／L的 6BA组合 

诱导效果最好，诱导率达 89％。 

表 2 6BA配合 NAA(双因子)对鳞 茎诱导 

再生植株的影响 

在表 2试验的基础上 ，针对朱顶红 的特性，调 

节基本培养基，以 LS为基本培养基，由表 3可 

见，固定NAA浓渡 2mg／L不变，增加 6BA浓度， 

其中，Ls+2 mg／L的 NAA+2 mg／L的6BA组 

合诱导不定芽数 12．6个、诱导率 92．5％、叶数 

2．2个、叶长 4．82 cm，效果最好 ；固定 NAA浓渡 

lmg／L不变，随着 6BA浓度增加 ，可 以得 出，LS 

+ 1 mg／I 的NAA+2 mg／L的6BA是直接诱导 

朱顶红再生植株的最佳组合。诱导率最高达 

93．5 。 

表 3 6BA配合 NAA(双 因子 )对 鳞茎诱导 

再生植株的影响 

蕊 罴 叶／e长ra 
l 3．3 62．5 1．25 3．58 

1．5 5．4 83．2 1．65 3．65 

2 2 12．6 92．5 2．20 4．82 

2．5 7．6 78．6 2．01 4．52 

I S 

1 5．2 66．5 1．56 4．05 

1．5 7．2 87．5 2．05 3．98 

1 2 15．6 93．5 2．25 4．55 

2．5 8．8 79．6 2．0 4．4 

2．2 NAA直接诱导再生植株 

2．2．1 NAA 配合 6BA双 因子直接诱导再生植 

株 从表 4可以看出，以I S为基本培养基，固定 

6BA浓度 0．5 mg／L不变，而当增加生长素 NAA 

浓 度 时 ，LS+ 2 mg／L 的 NAA+ 0．5 mg／L 的 

6BA组合诱导不定芽数 1O．9个、诱导率 91．3％、 

定 一 一舍 导L 撇百 。。。。。。一 诱 一 一 2 数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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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数 2．3个、叶长 4．72 cm，效果最好 。 

表 4 NAA配合 6BA(双因子)对鳞茎 

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 

调整基本培养基 LS为 MS，从表 5可以看 

出，固定 6BA浓度 lmg／L不变，NAA浓度增加， 

诱导不定芽数、诱导率、叶数、叶长也逐渐增加，其 

中，MS+2 mg／L的NAA+1 mg／L的 6BA组合 

诱导不定芽数 5．5个、诱导率 92．5％、叶数 6．35 

个 、叶长 7．55 cm，效果最好(见表 5)。 

表 5 NAA 配合 6BA(双因子)对鳞茎诱导 

再 生植株 的影响 

3 小结 

总之，通过以上各试验可以得出，在组织培养 

的过程中，以鳞茎为外植体，6BA和 NAA不同浓 

度对朱顶红直接诱导再生植株的影响非常大，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时，6BA单因子直接诱导再生 

植株，浓度不能超过 5 mg／L。6BA和 NAA双因 

子以不同浓度配合时，MS+1 mg／L的 6BA+2 

mg／I 的 NAA：是直接诱导鳞茎再生植株的最好 

组 合 ，而 LS+2 mg／L 的 6BA+0．5 mg／L的 

NAA是直接诱导鳞茎再生植株的理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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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渭北坡地柿树栽植成活率较差，君迁子比 

其它柿树可高出 13个百分点以上，这说明在品种 

选择上应首先选用君迁子进行栽植，待君迁子成 

活后再嫁接柿子品种。 

(2)在栽植方法上，深坑低植法平均成活率达 

到了83．7 ，54．5％和 76．4~／00，明显优于其它两 

种栽植方法，因此柿树栽植一般应利用深坑低法 

进行 。 

(3)为了进一步提高柿树栽植成活率，综合运 

用截干、覆地膜、套袋、保水剂平均成活率可以达 

到 98．9 ，97．4 和 95．6 ，比其它各单项措施 

应用成活率都高，因此在渭北坡地栽植柿树时应 

综合应用各种措施，提高造林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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