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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百合组培快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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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东方百合 Tiber品种的多种外植体分别进行了组培试验，结果表明，Tiber百合各外植体形成 

愈伤组织的能力有差异，其能力大小依次为：小鳞茎>花托 >鳞片>叶柄>叶片；Tiber百合最佳诱导分化 

培养基为 MS+2，4一D L0 mg／L+6一BA 0．5 mg／L，继代最佳培养基为MS+6一BA 0．1 mg／L+NAA 0．1 

mg／L，生根培养基为1／2 MS+NA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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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iental lily of the test using a variety of species Tiber explant respectively conducted experiment group，the re— 

suits showed that the Tiber Lily explant callus form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ility．Its ability to size followed by 

small bulb，the receptacle，scales，petiole，an d leaf was minimum in differentiation explants． e best medium for induction 

and bud differentiation of oriental lily was MS with 2．4一D 1．0 mg／L and 6一BA 0．5 m#L． best medium for pmlifera． 

tion惴 MS th 6一BA 0，1 mg／L and NAA 0．1 mg／L．1／2 MS supplemented t}l NAA 0．5 mg／L was suitable for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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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百合切花市场消费量不断攀 

升，生产面积逐年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的百合切花生产面积已达 2 000多 hm2，年生 

产百合切花2亿多支。百合切花的规模化生产， 

拉动了百合种球的需求，目前我国商品化生产用 

的东方百合种球主要依靠进口，这已成为阻碍我 

国百合切花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为了降低成 

本，实现种球国产化，组培快繁是解决这一问题 

较好的方法。国内外有关百合组织培养的研究 

很多，但同时用一个品种的多种外植体作组织培 

养还比较少见。本研究以Tiber品种的新鲜鳞 

茎、花器官、花后鳞茎等为外植体，探讨不同取材 

部位、不同生长调节剂对其芽诱导、芽增殖、生根 

情况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选取东方百合Tiber品种的鳞茎、叶片、花器 

官、花后鳞茎等为外植体，将外植体剥离后用清 

水冲洗，再用加入洗涤剂的清水洗3遍，之后用 

流水冲洗20 rain，过纯净水一遍，用75％乙醇灭 

菌30 S，用无菌水冲洗两次，再用1％的升汞灭菌 

8 rain，之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灭菌期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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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震荡以保证灭菌彻底，且不伤害外植体。鳞 

茎切成 0．5 cm×0．5 cm的小块，在无菌台进行 

接种，每瓶4块，然后放进培养室进行培养，培养 

光照时间为 12 h／d，温度为2O～28℃。 

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不同质量浓度 

的6一BA(0．2，0．5，1．0 mg／L)与 NAA(0．1 mg／ 

L)组合成3种培养基(表 1)用于鳞茎的诱导培 

养。不同质量浓度的2，4一D(0．5，1．0 mg／L)与 

6一BA(0，0．5 mg／L)组成3种培养基(表2)用 

于花器官的诱导培养。不同培养基对花后鳞茎 

的诱导比较见表3。继代培养基为两种(表4)， 

生根培养基为3种(表5)。培养基加入蔗糖3O 

L，琼脂6．5 L，pH为 5．8；生根培养基加入 

蔗糖2O L，琼脂6．5 L，pH为5．8。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 Tiber鳞茎、叶片及叶柄的诱 

导培养 

表1 不同培养基对鳞茎、叶片及叶柄的诱导结果 

由表1可知，以鳞茎为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 

导率平均为55．7％，以叶片为外植体的诱导率 

为19．3％，以叶柄为外植体的诱导率为29．3％。 

鳞片接种后约 20 d便长出嫩绿色愈伤组织，大 

约30 d可看出丛生芽的雏形。以叶片和叶柄为 

外植体的长势较为缓慢，诱导时间比鳞片诱导时 

间多出约 50％，且愈伤组织较小。试验结果表 

明，以鳞茎为外植体，愈伤组织从数量和质量上 

均优于叶片和叶柄的诱导效果。对鳞茎而言，② 

号培养基效果最佳，诱导率达到62％；对于叶片 

和叶柄，③号培养基均优于①和②号培养基，诱 

导率分别为36％和24％。 

2．2 不同培养基对花器官的诱导培养 

开花时选用花器官的不同部位进行愈伤组 

织的诱导试验，取未开放的花蕾进行灭菌之后， 

分别用花瓣、花丝、花托进行培养。接种40 d后 

调查结果(表 2)如下：a一1，a一2全部变白、发 

干、坏死，诱导率为0。a一3褐化9个，褐化率为 

15％；诱导32个，诱导率为53．3％，丛生芽颜色 

翠绿，生长正常且粗壮。b一1诱导 2个，其余均 

坏死，诱导率为3．3％。b一2诱导率为0。b一3 

诱导57个，诱导率为 95％，丛生芽颜色较浅，叶 

片卷曲，不直立，有玻璃化倾向。c一1，c一2全部 

呈渍水状，发白干死，诱导率为0。C一3愈伤诱 

导52个，诱导率为86．7％，丛生芽颜色绿色，长 

势较健壮。 

表2 不同培养基对花器官的诱导结果 

有的植物愈伤组织生长极为旺盛，使外植体 

失去原有轮廓，之后芽就从新形成的愈伤组织分 

化出来。而百合与此有些不同，它的愈伤组织仅 

仅生长一点或几乎不生长，不定芽直接从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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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受伤的或没有受伤的部位分化出来，因此我 

们一般观察到的即为丛生芽的生长状况。根据 

结果显示，a培养基的最佳诱导率为53．3％，说 

明对于初步诱导仅有生长素的效果不是最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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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比例恰当才可以得到最 

佳效果。较高的2，4一D浓度促使b培养基诱导 

率较高，但容易造成丛生苗生长异常(卷曲、玻璃 

化)。因此，较好的组合是适当降低生长素2，4 
一 D的浓度，O培养基的效果要好于 a和b。对 

花瓣、花丝、花托三者的诱导比较表明，该试验中 

花瓣、花丝的诱导是不成功的，而花托的诱导率 

最高，这与文献中报道的其他百合品种上的研究 

结果一致 。 

2．3 花后鳞茎、鳞茎盘及长出的小鳞茎的诱导 

试验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新鳞茎明显好于成熟的老 

鳞茎，说明新生的鳞茎其生命力比较高，易于诱 

导分化。鳞茎盘由于结构致密，脱分化诱导方式 

较为困难，诱导率均较低。对于新鳞茎诱导培 

养，②号培养基诱导率明显优于①和③号，对新 

鳞茎来说，一个合适的生长调节素的浓度是至关 

重要的。对于鳞茎盘，③号培养基的诱导率最 

高，接近25％，较老的外植体选用高的生长调节 

素的浓度有助于细胞的脱分化。从 3种外植体 

的整体诱导水平来看，新鳞茎均好于其余二者； 

培养基的选择上，②号培养基好于其余两种。 

表3 不同培养基对花后鳞茎的诱导结果 

2．4 继代培养基的选择 

从增殖系数和平均株高两点来看(表4)，① 

号培养基好于②号。①号培养基中较低浓度的 

6一BA可以促进不定芽分化增多，长势旺盛，继 

代培养中的较好选择为后者。此外，由于培养基 

中加入了生长素的缘故，有部分丛生芽长出少量 

根系。 

表4 不同继代培养基的试验结果 

2．5 不同生根培养基的选择 

对生长健壮的组培苗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基 

基。接种后 10 d就可以看到组培苗下部出现白 

色突起，新生根系粗壮。至 45 d根系长势良好， 

采用3种配方同时进行 ，以选取最优的生根培养 适于移栽。对不同配方的生根调查列于表5。 

表 5 不同培养基下的生根情况 

在生根培养基中，①号培养基的根系生长状 

况一般，根毛多，中等粗细，白中带点绿，有少量 

根系露在培养基表面，小鳞茎呈细长状态。②号 

培养基的根系生长较好，根系多，较粗，颜色为绿 

色，小鳞茎较为粗壮，露在培养基表面的根系较 

多。③号培养基根系生长良好，根系细长，颜色 

绿，小鳞茎大，鳞片略带紫色，根系基部绿色，根 

尖处白色，表明根系活力强。从平均生根率、生 

根数量、根系长度三方面来讲，③号培养基均优 

于①和②号培养基，说明组培苗在生根过程中， 

加入一定量的生长素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2．6 生根苗的驯化及温室培养 

东方百合组培苗根系生长到2～3 em时就 

可以转入基质培养。首先要进行炼苗，先打开培 

养瓶盖注入少量蒸馏水，放置3 d后就可以移 

栽。在移栽时要把根系冲洗干净，以防霉菌污 

染，影响根系生长。为了保持空气湿度，我们制 

作了小型的透光保湿箱以保证驯化苗的顺利过 

渡。在保湿箱中全封闭3 d即可打开一部分进 

行通风适应。在实验室共计培养 7 d后移入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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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70％的温室，30 d后转为 50％遮阴，冬季 30 d 

后可不用遮阴。 

3 讨论 

根据文献报道，百合的许多器官和组织都可 

进行组织培养诱导成苗，常用作外植体的主要有 

鳞片、叶片、茎尖、珠芽、花丝、花瓣等，其中以鳞 

片最常见 j。Arzate等以麝香百合(L．1ongi— 

florum)的花丝为外植体，通过诱导愈伤组织再 

分化再生植株，未发现遗传变异 J。Nhut等用百 

合的花梗、花托、花瓣、花柱等外植体进行离体培 

养，结果花托最易成活，芽诱导率最高 J。 

本试验采用百合的鳞片、叶片、叶柄、花器 

官、开花后的老鳞茎和新产生的小鳞茎为外植体 

分别作了多种诱导试验，结果表明，花托较易诱 

导出愈伤组织，且诱导率较高。其中以MS+2，4 
一 D 1．0 mg／L+6一BA 0．5 mg／L形成的愈伤组 

织生长最好，可形成淡黄绿色愈伤组织，质地疏 

松。Tiber东方百合各外植体形成愈伤组织的能 

力有差异，其分化能力大小依次为：小鳞茎>花 

托 >鳞片 >叶柄 >叶片。在添加了2，4一D的培 

养基中，花托部分外植体均可形成愈伤组织，愈 

伤组织诱导率达到 90％，诱导效果明显。Tiber 

百合生根较为容易，采用 1／2 MS+NAA 0．5 mg／ 

L诱导生根，生根率可达到97．3％，而且根粗壮， 

根毛多，侧根发达，活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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