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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百合鳞片结合叶片切段培养快繁技术 

李宏宇 ，马鸿翔 ，雷家军 ，余桂红 ，周建涛 

(1．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辽宁沈阳 110161；2．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 苏南京 210014) 

摘要：以东方百合西伯利亚品种为材料，在试验基础上形成了鳞片切块一不定芽分化一叶片切段一分化丛 

芽一壮苗一生根培养一移栽小植株的东方百合快繁技术。适宜的鳞片分化培养基为MS+1 mg／L BA+0．5 mg／L 

NAA+0．05 mg／L GA ，适宜的叶片切段分化培养基为MS+1 mg／L BA+1 mg／L NAA，适宜的壮苗培养基为Ms+ 

1 mg／L BA+0．5 mg／L NAA+0．1 mg／L GA3，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MS+0．75 mg／L NAA。鳞片培养时以外部或 

中部鳞片的中下部切块较好，叶片切段培养以叶片中下部切取 1．5—3 cm长度的叶段为宜，鳞片或叶片接种时近 

轴面向上放置优于远轴面向上放置。 

关键词：东方百合；组织培养；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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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 sp)是世界上栽培广泛且在花卉市 

场上十分畅销的重要花卉之一，用于切花、盆花或庭 

院栽培的百合生产通常都采用鳞茎进行无性繁殖以 

保持品种的遗传稳定性⋯。由于鳞茎繁殖系数较 

低，而且长期的鳞茎繁殖会使百合病毒由母球通过 

微管束传人子球而导致病毒病在后代植株中积累， 

严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从而降低了百合的产量 

和观赏价值。 

根据RHS的分类标准，世界百合杂交种分为8 

个品系，我国栽培的主要有亚洲百合杂种系(Asiatic 

Hybrids)、东方百合杂种系(Oriental Hybrids)和麝香 

百合杂种系(Longiflorum Hybrids)的一些品种 J。 

东方百合花色艳丽，色彩丰富，而且具有独特清香， 

因而备受消费者青睐，在近年来的切花百合生产中 

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但目前多通过进口种球来繁 

殖。为了降低种苗生产成本，提高种苗质量，以组织 

培养技术建立东方百合快速繁殖体系很有必要。因 

此，我们以东方百合的西伯利亚品种为材料研究了 

鳞片培养和无菌苗切段培养成苗的各环节，探讨了 

影响其再生成苗的多种因素，试图建立较可靠稳定 

的东方百合组织培养快速繁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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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试材来源于沈阳花卉公司从国外进口的百合种 

球，供试品种为东方百合杂交种西伯利亚。 

选用秋季采收的百合种球，于4℃下处理一个 

月打破休眠。剥离种球鳞片，流水冲洗 4 h，再用 

0．1％升汞消毒10 min，无菌蒸馏水冲洗后，接种于 

MS培养基。培养4 d后，将鳞 片切成1 cm 的正方 

形小块，接种于芽诱导培养基上。 

基本培养基为MS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激 

素。琼脂6．25 g／L，蔗糖30 g／L，pH值5．8，高压蒸 

汽灭菌。培养条件为室温(25±2)℃，光照16 h／d， 

光照强度 1 2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鳞片接种污染的问题 

由于百合鳞片生长在土中，容易受到病原菌的 

侵染，特别是外部鳞片接种于培养基后污染率很高， 

因此鳞片的灭菌是以百合鳞片为外植体离体培养的 

难点之一。前人研究采用了不同步骤的鳞片消毒方 

式，尽管所用浓度有一定差异，但所用消毒药剂仍以 

酒精、次氯酸钠和升汞为主_】 -4 J。我们在试验中设 

计了不同浓度的酒精、次氯酸钠和升汞组合，试图获 

得最佳的鳞片消毒效果。结果表明，如果提高处理 

浓度和时间，鳞片分化率会明显降低，在保证鳞片未 

明显褐变的情况下不同处理消毒的效果相近，污染 

率在60％～80％之间，仅通过药剂消毒处理难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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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鳞片接种后的污染，这可能与我们接种的鳞片污 

染程度高于他人研究所用的 鳞片有关。因此在试 

验中尝试采用二步培养法，先将剥离鳞片以流水冲 

洗4 h，再用0．1％升汞消毒 10 min，无菌蒸馏水冲 

洗后，接种于MS培养基上。视鳞片接种后的污染 

情况，4 d后挑取没有污染的鳞片切成小块，放入不 

定芽诱导培养基，这样可保证再次接种的鳞片无 

污染。 

2．2 鳞片诱导分化的影响因素 

百合组织培养繁殖体系的建立主要包括两个途 

径，一是通过鳞片分化芽，经壮苗生根直接成苗；二 

是以鳞片分化芽为基础，经不定芽增殖进行扩大繁 

殖再生成苗_5]。无论是利用鳞片分化直接成苗还 

是经不定芽繁殖再生成苗，鳞片诱导分化都是百合 

组织培养的第一步。试验中着重研究了外植体的取 

材部位、放置方式和培养基中激素配比及浓度对鳞 

片诱导分化的影响。 

2．2．1 接种的取材部位和放置方式对不定芽分化 

的影响 首先将西伯利亚百合按外、中、内层鳞片分 

别切块，接种于含有 1 mg／L BA+0．5 mg／L NAA的 

MS培养基上，结果表明外层鳞片、中层鳞片的芽再 

生率分别为内层鳞片的4．2倍和3．8倍。然后以中 

层和 内层鳞片(外部鳞片由于较易污染，故未取)按 

鳞片的上、中、下部分别切块，接种于同一 成分培养 

基上，发现下段鳞片切块和中段鳞片切块的芽分化 

率分别为上段切块的 l4．5倍和5倍(表 1)，张君 

等 在麝香百合的组织培养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因此，在东方百合鳞片切块培养时，应以外部、中部 

鳞片的中下段为外植体较好。 

表 1 鳞片切块取材部位及放置方式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受植物器官极性的影响，鳞片切块在培养基上 

的放置方式对分化也有一定影响。以外部、中部鳞 

片中下段切块按近轴面向上和远轴面向上方式分别 

接种，结果近轴面向上放置不仅分化率较高，每片鳞 

片分化的不定芽也较多，萌动较快，幼苗健壮；而远 

轴面向上放置的，再生的不定芽较少且细弱(表1)。 

2．2．2 培养基中激素成分对鳞片再生不定芽的影 

响 培养基中激素成分是植物组织培养的关键，表 

2为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鳞片切块再生不定芽的影 

响。一般认为BA和NAA的组合最适于百合鳞片 

再生芽 J。本试验表明，IAA对百合鳞片离体再生 

也具同样效果，而以2，4一D代替 NAA则效果不 

佳。在试验中西伯利亚百合鳞片诱导不定芽的最佳 

培养基为 1 mg／L BA+0．5 mg／L NAA+0．05 mg／L 

GA 。此培养基不仅提高了不定芽的再生率，而且 

较仅使用 BA+NAA时更能促进幼苗生长。 

表2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东方百合鳞片再生的影响 

激素组合 接 目 

2．3 鳞片诱导不定芽后的增殖快繁 

鳞片诱导不定芽分化后的增殖快繁，通常的程 

序是自诱导出的芽丛上切取部分丛生苗接种进行扩 

大繁殖。所用外植体实质为带有2—3张叶片的无 

根小植株 I9 J，这样的外植体接种于适合的培养基 

后可在其基部形成丛生小芽，再将小芽切下接种于 

生根培养基上培养成苗。因为用于扩大繁殖的每个 

外植体包含2～3张小叶片，为了充分利用接种材 

料，我们尝试用叶片切段作为扩大繁殖的外植体，以 

增加可利用的增殖快繁外植体数量，从而进一步提 

高繁殖系数。 

2．3．1 无菌苗切段部位、大小和放置方式对再生不 

定芽的影响 与鳞片切块培养一样，东方百合叶片 

切段培养时切段大小、部位和放置方式对不定芽的 

分化有明显影响(表3)。百合鳞片分化出不定芽再 

生的叶片宽度在扩大繁殖时仅0．3—0．5 cm，切取 

叶段只能在叶片上横切，叶两侧未造成创伤。取40 

d苗龄的百合无菌苗叶片为外植体，将不同长度叶 

片切段接种于含1 mg BA／L+1 mg／L NAA的MS培 

养基上，结果以1．5～3 cm长的叶段不定芽再生率 

最高，叶段大于3 cm或小于1．5 cm的不定芽再生 

率都有所降低。将叶片按上中下3个部位分别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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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cm长度的叶片切段接种于同样的培养基 

上，结果表明，叶片基部切段不定芽再生率最高，由 

下向上叶片切段的不定芽再生率逐渐降低。叶片切 

段培养还与叶段在培养基上的放置方式有关，以1．5 

～ 3 em叶片中部和基部切段按近轴面和远轴面向 

上2种方式接种于相同的培养基上，结果近轴面向 

上放置的不定芽再生率为远轴面向上的1．7倍。 

表3 叶段的大小、部位和放置方式对东方百合再生不定芽的影 响 

2．3．2 培养基中激素成分对叶片切段再生不定芽 

的影响 以叶段为外植体，不定芽分化率及分化不 

定芽数目与培养基中激素浓度及配比有关，表4列 

出了激素浓度及配比对西伯利亚百合叶片切段离体 

再生的影响。从叶片切段不定芽分化率看，2 mg／I 

BA+1 mg／L ZT可获得 100％分化率，所接种叶段 

均可分化出不定芽，但其分化不定芽的数目并不高， 

这对于以提高繁殖系数为目的的扩大繁殖并不可 

取。以可分化出不定芽的叶段计算分化芽数目，则 

以2 mg／L BA+O．5 mg／L NAA最高，每一分化叶段 

可分化出8．58个芽，但其分化出芽的叶段仅占接种 

叶段的23．08％，75％以上的叶段未分化出不定芽。 

从接种叶段平均分化芽数目看，以 1 mg／L BA+1 

mg／L NAA最高。单一叶段的不定芽分化数目与芽 

再生成苗的质量成反相关，单一叶段分化芽数目过 

多，会在叶段的基部形成一个球形的芽丛，上面密密 

麻麻地布满小芽，但是这样的芽难以育成健壮小植 

株。从获得较高的繁殖系数及较好的苗质量考虑， 

叶片切段为外植体的不定芽分化再生培养基中激素 

浓度配比以1 mg／L BA+1 mg／L NAA为宜，此时分 

化出芽的叶段比例最高，近53％，单一叶段平均产 

生不定芽数目为5～6个，且可获得质量较好的再生 

小苗。 

衰4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西伯利亚小叶再生的影响 

激素组合 接 段 分 段 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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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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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O．8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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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壮苗扩繁及生根移栽 

将增殖的不定芽分割成单株，接种于含 1 mg／L 

BA+0．5 mg／L NAA+0．1 mg／L GA 的MS培养基 

中，30 d后，可见幼苗明显增壮，同时基部可以还再 

生出2—6个小植株。选用经壮苗培养后的无菌苗， 

转入含0．75 mg／L NAA的MS培养基生根。9 d后 

开始出现根生长点，叶片也随之伸长、展开，25 d后 

可形成主根粗壮、侧根发达且根毛较多的根系，此时 

可进行炼苗移栽。移栽时先在室温下开瓶炼苗2 d， 

将幼苗取出用水冲洗，移栽到经消毒的细河沙中或 

配有珍珠岩的腐殖土中培养。培养床用塑料覆盖， 

相对湿度保持在75％左右，1周内日出后至日落前 

遮阳，每天喷水2次，20 d后即可移至苗圃进行常规 

栽培，成活率可达90％以上。 

3 结论 

试验以鳞片初代培养结合叶片切段扩大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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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马蹄莲试管块茎诱导研究 

彭 峰 ，陈嫣嫣 ，郝日明 ，夏 冰 

(1．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4；2．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进行了不同培养条件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因子对彩色马蹄莲组培苗试管块茎诱导影响的试验。结果 

表明，在培养基中蔗糖浓度达到50 g／L、光照 16 h／d的条件下，彩色马蹄莲试管块茎诱导效果最好；在此基础上， 

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诱导的影响，发现BA能 100％诱导块茎，且块茎的平均直径和鲜重均大于对照，其中 

以添加3 mg／L的BA表现最好。同时，试验也表明，并非所有植物生长调节剂都能诱导彩色马蹄莲块茎的膨大， 

相对于对照，sA和PPm处理反而抑制了彩色马蹄莲块茎的诱导。 

关键词：彩色马蹄莲；块茎；诱导 

中图分类号：$682．2 64．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06)03—0094—03 

彩色马蹄莲(Zantedeschia hybrida)是天南星科 

马蹄莲属的球根花卉，近年来已成为世界性新兴而 

富有发展潜力的球根花卉品种。彩色马蹄莲色彩艳 

丽，形态高雅，不仅是切花中的佼佼者，盆花栽培也 

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彩色马蹄莲以块茎作为繁殖休眠器官。与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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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相比，试管块茎在商品化生产中有易于运输、栽培 

管理容易等特点，块茎诱导是完善彩色马蹄莲快繁 

商品化生产体系的最有效途径。本试验研究彩色马 

蹄莲组培苗离体块茎诱导的影响因子，找出诱导块 

茎的有效方法，提高炼苗成苗率。 

1 材料与方法 

I．1 试验材料 

以彩色马蹄莲品种 Parfait无菌苗为试验材料。 

选取在生根培养基上生长25 d左右，整齐一致，株 

高5—7 cm，具良好根系的健壮试管苗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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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壮苗生根移栽成苗，初步建立了有别于仅以鳞片 

初代培养和不定芽扩大繁殖途径的东方百合快繁技 

术体系，有效地提高了东方百合的繁殖系数。试验 

中，鳞片培养诱导不定芽为4O一70 d，分化高峰在 

45 d，叶片诱导不定芽和丛生芽增殖需要2O一30 d， 

壮苗和生根约需50 d。采用这一快繁技术体系，平 

均每叶段可以分化成苗7—9株，这样，从鳞片初代 

培养开始，半年时间内，可以继代4次，每个鳞片切 

块可以分化约500株苗。实际上，从叶段再生的不 

定芽切取无根植株壮苗时，每个切取的单株还可得 

到平均4—5株的分化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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