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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激素配比对红花石蒜小鳞茎及茎尖的分化培养的影响 

林 田 一，刘灶长¨，李天菲 ，郑海柔 ，罗利军 

(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上海201106； 华中农业大学，武汉 430070) 

摘 要：以红花石蒜 (Lycoris radiata)的鳞茎切块及茎尖为材料，采用不同激素配比的MS培养基，对离体 

小鳞茎的分化和增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BA 3 m L及 NAA 1．5 m L配比获得的小鳞茎诱导频率最高，可 

达53％，诱导生成的小植株强健整齐。鳞茎茎尖培养可形成多种不同类型的愈伤组织，本试验中有 2种类型愈 

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后可产生大量的小鳞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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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蒜科(Amaryllidaceae)石蒜属 (Lycoris)植物为多年生球根花卉，因其鳞茎形似蒜头，故得名，主要 

分布于我国喜马拉雅以东、长江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以及沿海诸岛，朝鲜半岛，琉球群岛，日本的九州、四 

国和本岛等地方。石蒜开花时无叶，花茎从裸露的地面长出，花色艳丽、花朵硕大，芳姿独特，西方又称之 

为“魔术花”、“中国郁金香”。除具重要的观赏价值外，石蒜还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为传统的药用植物，在植 

物药用方面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目前，石蒜属植物主要以野生状态分布为主，公园的风景园林中有少量 

种植。由于石蒜从种植到开花一般需要 2～3年，且 自然条件下繁殖系数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开 

发利用。组织培养较传统方法繁殖系数高，周期短，是大量快速繁殖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种质保存(超 

低温保存)、诱变育种及遗传转化的基础。近年来石蒜组培方面有过一些相关研究‘l J，但繁殖系数以及 

大鳞茎种球获得率还比较低。本研究就起关键作用的激素配比对石蒜的鳞茎及生长点的分化培养的影响 

进行探索，为石蒜种质快繁和保存利用搭建平台。 

1 材 料 与 方 法 

1．1 材 料 

红花石蒜 (Lycoris radiata)，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收集。试验材料为展叶期的 3～4年生鳞 

茎，4℃黑暗预处理 20--40 d后备用。 

1．2 方 法 

1．2．1 鳞片离体培养 将经鳞茎清洗，切除全部叶及褐变部分，用洗洁精浸泡 10--20 min后流水冲洗 

8 h，再用75％的酒精消毒 1 min，0．1％的升汞溶液浸泡 10～15 min，无菌水冲洗若干次。取基部内层带 

鳞茎盘的鳞茎切成带鳞茎盘双鳞片的外植体，平均分为 4块(1．5～2 cm2)，每块约有 3～5层鳞片，接种于 

含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的MS培养基上。 

1．2．2 小鳞茎的切割繁殖 将经组织培养获得的鳞茎直径 0．5 cm以上的试管小植株切除叶片及外面的 

部分鳞茎，把内层部分鳞茎切成 4块 ，接种在含不同激素配比的MS培养基中。 

1．2．3 石蒜生长点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分化 石蒜鳞茎消毒后(方法同上)，逐层剥去鳞片，直至显露生长 

点，切取约 5 iTlrn长的生长锥，切割成约 1 iTlrn小块，接种在 2，4．D 1--20 mg／L或 2，4．D 1～3 inglE，BA 

0．5～3 inglE或 BA 1--3 mg／L，NAA 0．5～3 mg／L的不同激素配比的MS培养基中。待完全愈伤化后，转 

入到分化培养基中培养。 

以上 3种外植体组培试验重 复 3次，每次约 15个外植体。培养条 件相 同，具体为培养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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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光照 12 h／d，光照强度 2000 Ix，培养 2个月。分化得到的小鳞茎转移至无激素或附加 

NAA 2 mg／L的MS培养基中培养，直至生根。生根后，将带根试管苗锻炼 1周，洗净琼脂，移至蛭石／黄沙 

(1／1)的培养土中，遮荫，保持湿度。 表1不同激素配比对双鳞片诱导小鳞茎的影响 

2 结 果 与 分 析 

2．1 双鳞片离体培养 

外层鳞片接种后大多膨大直至玻璃化、死亡，且 

污染率较高，故本试验采用石蒜内层鳞片接种。采 

用激素两因子配合试验：在 BA 2～10 mg／L，NAA 

0．1～3 mg／L的范围内均能诱导分化。3 d后鳞片 

膨胀卷曲，3周后鳞片间可见有米粒状突起。在 BA 

3 mg／L及NAA 3 mg／L的培养基中外植体双鳞片 

间均长出粗壮根毛，而无球茎产生。在能产生球茎 

的激素组合中，BA浓度超过 5 mg／L均可诱导出紧 

密簇生的丛生芽，转入继代培养基后能陆续发育成 

小球茎，增殖率最高，但易玻璃化，畸形苗及弱苗较 

多；含 BA 3 mg／L及 NAA 0．5 mg／L培养基诱导的 

小球茎最大，2个月后直径可达 1．2 cIn，但每个外植 

体块只能产生 1～2个小鳞茎；含 BA 3 mg／L及 

NAA 1．5 mg／L的培养基诱导率最高，达 53％，且生 

长较茁壮均一(表 1，图版 1)。将诱导出的小鳞茎从 

鳞片间掰去后，可在原空间继续诱导出小鳞茎。在 

继代 3个月后，每个鳞茎切块一般可分化 5～20个 

小鳞茎(图版 1)。 

2．2 小鳞茎的切割繁殖 

小鳞茎切块接种后 2 d即有芽叶伸长，随后膨大 

Table 1 Effect ofdifferent phytohormone combinations on 

bulbletinductionfront scale explants 

为培养 3个月后的结果。诱导率 ：分化小鳞茎的外植体块 

数／总的外植体块数(平均±SE)，下同。 
Cadtare perk~ *eVeS 3 months； Induetivity number of explants 

produeinqg bulblets／toal number of explants(Mean 4-SE)．The same 
below． 

表 2 不同激素配比对小鳞片切块诱导小鳞茎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phytohormone combinations on 

bulbletinductionfrom bulblet cuttings 

卷曲。最快接种 3周后可在鳞片间诱导出小鳞茎(直径约 1--3 mm)。约 4～6周后可产生出小鳞茎，最大 

直径可达 1．2 cn1。在各激素组合中，以BA偏低的组合诱导率较高，其中BA 1 mg／L，NAA 0．5 mg／L的培 

养基 ，小鳞茎的诱导率为 100％(表 2)。 

2．3 石蒜鳞茎茎尖的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 

2，4一D 1～10 mg／L均能诱导出白色松散的愈伤组织，2，4一D为 3 mg／L时，愈伤组织生长最旺盛， 

但随浓度上升，有玻璃化产生，愈伤呈水渍状。2，4一D为 10 mg／L时，生长点褐变坏死较多，达 50％； 

2，4一D 20 mg／L时，外植体全部死亡。愈伤组织在转入含 2，4一D 3 mg／L，BA 3 mg／L的分化培养基上先增 

大并长出大量根，然后再在组织块上长出丛生芽(图版 2)。 

在2，4一D 2 mg／L，BA 0．5 mg／L及在 NAA 3 mg／L，BA 3 mg／L的培养基上，有个别愈伤组织表面 

有易剥离的球状松散愈伤组织。将此球 状组织剥下在含较低激素浓度 (在 2，4一D 0～0．1 mg／L， 

BA 0～0．5 mg／L)培养基上培养，可分化成完整小植株(图版 3)。 

2．4 小鳞茎的生根及移栽 

小鳞茎在继代过程中随时间延长(4个月以上)也有根发生，但移栽到培养土后成活率不高。将老根 

切去后，移人不含激素 MS培养基，含 NAA 2 mg／L的培养基及 2 L活性炭的生根培养基上均可产生新 

根。添加 NAA 2 mg／L培养基的生根数较多，根较粗壮。将带根茁壮试管苗炼苗 1周后，洗净琼脂，移至 

蛭石／黄沙(1／1)的培养土中，遮荫保湿培养，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3 讨 论 

采用不同激素配比可产生不同类型的小鳞茎，适用于不同需要。从大量增殖的角度而言，较高的 BA 

浓度(5 mg／L)以及采用生长点诱导可在短期产生大量的小鳞茎或丛生芽，但是苗弱，易畸形及发生变异， 

由此看来片面强调增殖率不能产生符合生产及实验要求的植株，但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数量大、易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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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I左cLeft)： Ms—BA3 mg／L~NAAI．5 toga 

~MiddN ： MS+BA5 mg／L+NAA0 5 mg／L 

{i(Rigbt】：MS+BA3 mg／L+NAA0．5 mg／L 

t 问澈索配比下诱导的小鳞茎 (Bdblets induced wkh dlffennt phymhormone mmblnatic~s) 

2石蒜鳞茎茎尖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状态 (cdl~induction frcra bulb tips and f∞c regmer~tion) 

3石蒜睡茎茎尖类旺性愈协蛆缎诱导藏小蛲茎丹化 (Embryonic call~iaductioa{ n huth tips and hulhtet 鹊 州  1 

田版说明 

Explmntit~of p 晒 

特点进行种质创新。含BA 3 mg／L及NAA0，5 mdL培养基所诱导球茎较大．可在较短时间诱导一定规 

格的种球，但增殖率不高。而含BA 3mg『L及NAA1．5m L培养基诱导小鳞茎从增殖率及规格来说均 

较理想，特别是能诱导出规格较整齐、生长生理状态一致的苗，适于商品苗生产的需要．同时对需严格控制 

条件的后续试验如生理生化及超低温保存试验也是很好的材料。笔者曾采用这种小鳞茎进行超低温保存 

方面的试验，取得较好的效果。曾有报道在含有BA 3 mg『L及 NAA 3 mCL的培养基上小鳞茎诱导率较 
高 ，但在本试验中，只能在鳞片间诱导出粗壮的根。可能是在接种前低温预处理一段时间，从而改变了 

内源激素水平所致。此外，本试验中在2，4一D 2 mg／L，BA 0．5 mg／L的培养基上，曾出现类似胚性愈伤组 

织的结构，将其剥离后能独立发育成小植株。胚状体由于其增殖量大，遗传稳定等特点，作为优良基因个 

体广泛用于人工种子、诱变及转基因育种和种质保存方面。确定胚状体形成所需激素配比并开展下一步 

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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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phytohormone combinations on 

bulblet induction and bulb．-tip regeneration of Lycoris radiata 

LIN Tian’一
， LIU~c-chang‘，L1 Tian．fei ，ZHENG Ha1．rou‘，LUO Li—jun 

( Shanghai Agro-biological G EErier，Sha,zghai 201106，China； 

Huaz,hongAgricuht~rat U,~ir．ersity，Wuhan 430070， Ⅱ) 

Abstract：Tissue cultureⅥ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hytdhormone combinations in 

MS medtium OFt the butb【et induction and micro propagation from scale cuttings and bulb tip explants of 

Lycoris radiat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s medium with the phytohormones of 3mg／L】 +1．5mgJL 
NAA was the best for differentiation of vlgomus and consistent bulblets and the innuetivity reached 53％ 

Several types of calli had been induced from bulb tips and two of them differentiated into many bulbhes． 

Key words：L~corls radiata；T"issue culture；Butblet；BulbtiD culture；C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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