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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组织培养的影响 

潘佑找 柯尊涛 赵宇瑛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湖北荆州 434025) 

摘 要：以兰州百合的鳞片、叶片、根的不同部位为外植体成功获得再生植株，并建立了快速无性繁殖体系。在组织 

培养中不同外植体不同部位在培养时诱导分化能力是不同的。本试验以MS为基本培养基加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配比进行培养，发现不同外植体不同部位分化能力存在差异，其差异由强到弱为：鳞片、根、叶片。同时鳞片不同部位 

的分化能力由强到弱为：下 >中>上，叶片不同部位的分化能力由强到弱为：叶片基部 >中部 >叶尖，根的不同部位 

分化能力由强到弱为：根基部 >根尖>根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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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he clonal propagations of Lilium davidii vat．Unicolor were developed throush culture of different parts of scale， 

leaves and roots respectively in vitro．，I'he different explan~and parts on the culture media hone influence to tIle inducement 

0f tIle bulb of lily．rI’}lis experiment develops the liquid with the MS culture anedium + the different hormone of certain ratio 

to CalTy on the development，to find out the ability of differentiation on the different explants and parts，in proper order，from 

tIle strong to feeble：The SCale>root>leaf．At tIle same time，to find out the ability of differentiation on the different parts． 

，I'he scale were as follows：lower part>median part>upper part．，I'he leaf were as ~Hows：the base of leaf >median part> 

leaf apex．Th e root were as follows：the base of root>root apex>median part． 

Key words：Explant；Tissue culture；Lilium davidii抛r．Unwo~r；Adventitious buds 

兰州百合(Lilium davidii vat．Unicolor)是百合科百合 

属植物川百合的变种，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我国。 

是滋补佳品和名食，具有健身、补中益气、理脾健胃、宁心 

安神、润肺止咳、清热利尿、解无名肿毒及止血之功效。兰 

州百合的市场需求大，发展其种植业，效益巨大。但由于 

各种因素的影响，使这种分布地区窄、生态适应性较弱的 

川百合变种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传统的兰州百合繁殖 

方法主要采用常规分球、分珠芽鳞片扦插、鳞片包埋等，但 

采用这些方法繁殖，繁殖系数低，繁殖速度慢、栽培面积难 

以扩大，特别是经多代繁殖以后，常造成种性退化、病毒积 

累，影响兰州百合的产量和品质。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 

兰州百合的组织培养，既能去除病毒，又能加快兰州百合 

繁殖速度 缩短其生育周期，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经济价 

值和开发潜力。 

百合属花丝、叶片、鳞片、茎段、根是目前百合属组织 

培养中普遍采用的外植体。另外，用鳞茎盘、种子、花瓣作 

外植体的也都有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百合组织培养的 

报道较多，而兰州百合组织培养中愈伤组织及不定芽分化 

诱导和再生植株的形成 ，未有人进行系统 的研究。本试验 

以兰州百合的鳞片、叶片、根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旨在 

探讨兰州百合组织培养中外植体对愈伤组织及不定芽分 

化诱导和再生植株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及取材部位 兰州百合(Lilium davidii yar．Uai— 

color)于2005年4月采自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乡野外，定植 

于长江大学植物园。试验时以兰州百合的鳞片、叶片、根 

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外植体鳞片分上、中、下三段，叶 

片分叶基、叶中、叶尖三段，分别切成 5mm×5mm的小块； 

根分根尖、根中部、根基三段，切成4mm的小段。 

1．2 培养条件 以M S(根诱导培养基为1／2MS)为基本 

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组合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诱导，培养 

基中均加入0．75％的琼脂、蔗糖 3．Og／L，调节 pH为6．2。 

培养温度为20—25℃，光照强度为1 000—1 500 lux，每 

天光照 12 h。 

1．2．1 诱导分化(初代)培养基 鳞片 ：MS +0．5mg／L 6 

一 BA +0．5mg／L NAA；叶片：MS+ 1．0mg／L 6一BA + 

0．5mg／L NAA；根 ：MS+2mg／L 6一BA +0．4mg／L NAb． 

1．2．2 继代培养基 鳞片：MS + 2mg／L 6一BA + 

0．2mg／L NAA；叶片 ：MS + 2mg／L 6一BA + 0．4mg／L 

NAA；根 ：MS+ 1．3mg／L 6一BA +0．5mg／L NAA 

1．2．3 生根培养基 鳞片：1／2 MS+0．15mg／L NAA；叶 

片：1／2 MS +0．3mg／L NAA；根 ：1／2 MS + 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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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法 

1．3．1 材料处理 取兰州百合无病斑色泽均匀的中层鳞 

片、叶片、根为外植体，分别用流水冲洗4 min，在超净工作 

台用75％酒精消毒 30 s，再在 0．1％升汞溶液中消毒 10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6次，用无菌纸吸干鳞片、叶片、根 

上的水分，放入经过消毒的培养皿中。 

1．3．2 不定芽的诱导 取消毒的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养 

基中，培养40 d后，观察不同外植体及其不同部位对不定 

芽产生的影响。 

1．3．3 芽增殖诱导 将诱导出的不定芽接种到各自的增 

殖培养基上，培养50 d后，统计不定芽的增殖倍数。 

1．3．4 根的诱导 将增殖诱导出的小鳞茎转入不同的生 

根培养基上，30 d后，统计不同外植体及其不同部位诱导 

生根的影响。 

1．3．5 组培苗的炼苗、假植与移栽 在试管苗的根长到1 

— 2 cm或苗已长出小叶片时进行炼苗。逐步打开瓶口的 

塑料薄膜，逐渐降低湿度、增强光照，进行驯化，炼苗4 d。 

由于炼苗后大田气温较低，故对组培苗在培养室里进行假 

植，假植时先将附于组培苗根上的琼脂块用温水清洗干 

净，然后将根在50 mg／L的吲哚乙酸里浸 1s后，移入装有 

高温高压消毒过的培养土的塑料杯中，将塑料杯放在盆 

中，盆中放少量水，保持 75％ 的相对湿度(每 日喷 1次 

水)、23~C的室温、50％的光照。假植30 d后，大田气温回 

暖，进行大田移栽。移栽时，剪去过长的叶片，保持苗高度 

在5 cm左右，栽入长江大学植物园里较松软的细沙土(沙 

坑)上，沙土上添加任何其它营养基质，喷淋透水，初期每 

天早上7：30、下午5：00各浇1次水，并在每日10：O0至 16 

：30盖遮阳网，以保持较高的空气湿度，防止幼苗因光照 

太强、温度太高脱水而死。观察幼苗在大田细沙土上的生 

长状况。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诱导分化的影晌 

外蒜 培养基 分化(％率) 0．0鳖5昱星0
．0 1 

注：本试验表中的数值具有相同的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字母不相同表不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不同大小字母分别代表P≤0．O1和P≤0．05，采用Duncang新复极差法统计分析方 

法，以下同。 

2．1 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诱导分化的影响 以初代培 

养基分别诱导兰州百合鳞片、叶片、根的分化，接种后 10 d 

左右外植体开始出现膨大现象，切 口部位明显增厚，20 d 

后，切口基部边缘出现黄绿色愈伤组织，并不断增殖，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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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圆形颗粒状愈伤组织，呈圆形突起，30 d后，圆形突起 

形成绿色小芽。表 1统计了不同外植体的诱导情况。 

由表 1可以看出，鳞片下部、鳞片中部、根基部和叶片 

基部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与其它部位有显著差异。说明鳞 

片下部鳞片中部、根基部和叶片基部的诱导能力较其他外 

植体的诱导能力强。同时外植体不同部位的诱导能力不 

同，鳞片下部、中部的诱导能力显著高于鳞片上部，根基部 

的诱导能力极显著高于根尖和中部，叶片基部的诱导能力 

极显著高于叶中部和叶尖。 

2．2 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初代培 

养40 d后，外植体上产生的不定芽开始变粗，这时开始继 

代培养，继代培养在初代培养外植体分化出的不定芽中切 

下一个单芽后进行转接。转接后观察其生长情况，30 d 

后，新增芽数目变多，芽和苗的基部不断出现米黄色新生 

小芽，并逐渐变为浅绿色，再过 20 d长成了大量的不定 

芽。 

表2表明，鳞片在继代培养中，来自鳞片下部的芽增 

殖倍数高达2．97，极显著高于其他部位的芽，说明鳞片下 

部不定芽的增殖能力最强。由表2也可看出不定芽的产 

生部位不同其增殖能力也不同，来自鳞片下部的芽极显著 

地高于上、中部；来自根基部的芽极显著地高于根中部和 

根尖：叶片基部的芽极显著地高于叶片中部和叶尖。这又 

说明在增殖培养当中，来自鳞片、根和叶片的不定芽增殖 

能力均高于其他部位。 

表2 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不定芽增殖的影晌 

2．3 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诱导生根的影响 待继代培 

养所得的丛生芽长至2 cm高左右时，把丛生芽切成单株， 

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中诱导根的生成，6 d后大多数培养瓶 

中都有白色的根生出，伴随根系的生长，再生植株的鳞茎 

也明显膨大，芽也随着增壮。30 d后，观察并记录根的生 

长状况。 

从表3可看出，无论从生根时间、生根数量、还有根的 

长势上，来自鳞片下部的单株均与来自其他部位的单株差 

异极显著。说明在生根培养的过程中，来自鳞片下部的单 

株根的生长状况最好。同时由表3也可看出，来自鳞片中 

部的单株根的生根数与来 自鳞片上部的单株根的生根数 

差异极显著；来自根基部的单株与来自根中部和根尖的单 

株差异显著；来自叶片基部的单株与来自叶片中部的单株 

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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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外植体对兰州百合诱导生根的影响 

黼 接 状 

2．4 组培苗的炼苗、假植与移栽 在炼苗期间未发生感 

染，直接将组培苗移人塑料杯中。从表4可以看出把组培 

苗移到塑料杯中，鳞片中下部的再生植株移栽的成活率明 

显高于鳞片上部，且生长速度最快，生长情况最好，主要在 

于它们在生根培养中，根系的生长较好，根系比较健壮，对 

水分和营养液的吸收好，因此生长比较旺盛。而叶片的根 

系较短且纤细，也容易腐烂，对水分和营养物质的吸收差， 

移栽的成活率最低，生长缓慢。天气回暖后把所有的苗子 

移栽到大田，保持较高的湿度，早晨和傍晚让苗子充足光 

照，中午时问用遮阳网盖住，7d后，根系在沙土里扎实，苗 

子成活，成活率高达 l0o％，组培苗生长旺盛，生长的速度 

比放在实验室时的要快。观察 30 d并记录兰州百合组培 

苗叶片的生长情况(见表 5)，发现外植体鳞片中部、鳞片 

下部 、叶片的基部 、根的基部所培养出的小植株的长势 良 

好，叶片越来越长、越来越宽，小鳞茎上不时出现新生的叶 

片。而鳞片的上部、叶的上部 、根的中部所培养出的小植 

株的生长情况一般，只有少数的苗出现新生叶片，且都比 

较纤细，原来的叶片大都开始萎蔫，有的只剩下小鳞茎。 

表4 组培苗移栽到塑料杯炼苗假植后的生长状况 

组蔷 生曩 薮眚瑟瑟 囊荨 的部位 数(株)长势数目 ，“，卫 ” 差异显著性 0．05 0．0l 

3 结论 

图1 鳞片下部生根培养30d后的试管苗 

图2 鳞片下部生根培养30d后试管苗根的长势 

图3 试管苗炼苗移栽到塑料杯lOd后的情况 

图4 外植体鳞片下部诱导苗的假植移栽 

图5 外植体鳞片基部诱导苗的假植移栽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图6 外植体鳞片基部诱导苗的假植移栽 

图7 鳞片基部组培苗在大田的生长状况 

图8 鳞片基部组培苗在大田的生长状况 

试验结果表明：用不同的外植体接种时均可诱导分 

化，但其诱导能力存在内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鳞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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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叶片。而且不同部位之间也存在差异，鳞片的不同部 

位之间强弱依次为：下部 >中部 >上部；根的不同部位之 

间由强到弱为：基部>根尖 >中部；叶片的不同部位由强 

到弱为：叶基部 >中部 >叶尖。即兰州百合不同的外植体 

进行培养时得到的结果不同，以鳞片下部形成小鳞茎的能 

力最强，中部次之，上部分化小鳞茎的能力差。根段和叶 

片在培养中也存在不同部位之间的培养差异，根和叶的基 

部分化能力最强，根尖和叶的中部次之，根中部和叶尖最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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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委各单位坚持以巡视促工作 

连日来，委属各单位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我委巡视动员 

大会精神，进一步提高对巡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配合、 

大力支持巡视组的工作，努力做到巡视工作与本职工作“两 

结合、两促进”。 

lO月8日巡视动员大会结束后，委属单位 79个党支部 

(总支、党委)和农机局分党组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动员 

大会精神 ，组织开展讨论。正在济南参加第五届国际农交会 

的产业化处和农展馆党支部，在安徽农业网上收看了委巡视 

大会视频。大家在讨论中表示，通过听取或学习钱家荣组长 

和毕美家主任的讲话，进一步提高了对建立党的巡视制度重 

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省委决定派出巡视组对我委开 

展巡视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这次巡视工作监督的对象 、重 

点、主要内容、基本程序和具体要求。退休老干部、原巡视员 

郑之宽同志表示，开展巡视工作是，是十六大 以来党建工作 

的创新，是增强党的生命活力的有效途径。省委对农委开展 

工作巡视，是对农委党组的一次全面细致的“政治体检”，体 

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对农委党组的工作寄 

予了厚望。省政协常委、原农委副主任陈业夫同志表示，巡 

视是党的多种监督形式之一。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定要本着 

实事求是原则 ，以“对组织负责、对同志负责、对自己负责”的 

态度，行使好监督的权利，支持巡视组的工作。 

各单位党组织在学习讨论钱组长和毕主任讲话的同时， 

对张华建同志代表党组所作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认为这个报告全面、深刻，讲成绩实实在在，讲问题毫不回 

避，客观反映了近两年党组的工作，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 

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大家表示，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大精神，落实省委巡视组的要求，以更高的层次、更高的标 

准，帮助党组认真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完善机制，定高标竿， 

谋划好明年和今后五年的“三农”工作，推进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和效能建设，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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