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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百合(Lilium oritentia1)组织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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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东方百合“索邦”为研究对象，对东方百合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启始培养 

所用材料的基部诱导率明显高于上部，鳞茎分化芽的数量明显多于鳞片；MS+0．1 mg·L-1 BA+ 

0．1 mg·L-1 NAA为最佳鳞茎诱导培养基；MS+0．1 mg·L-1 BA+0．3 mg·L-1 NAA为最佳 

鳞茎增殖培养基；用"1／2MS+0．1 mg·L-1 IBA培养基进行生根培养，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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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Lilium ori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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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riental lily(Liliurn oritentia1)squamas of“Sorbonne”were used as explants for tissue cul— 

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uced rate of bottom squama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op squamas， 

more buds were induced per squmas than leaf；The best medium for bud initiation was MS+ 0．1 mg·L-1 

BA + 0．1 mg·L NAA．The best medium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luster shoots was M S + 0．1 mg· 

L一 BA+ 0．3 mg·L一 NAA．The good medium for rooting of seedlings was 1／2MS+ 0．1 mg-L-1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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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百合(Lilium orienta1)为百合科百合属多 

年生球根花卉，除供观赏外还兼有药用、滋补等价 

值[1 ]。目前，观赏百合主要以东方百合、亚洲百合 

和麝香百合为主，尤其是东方百合中的一些品种，如 

“西伯利亚”、“索邦”、“马可波罗”等花大美丽且清雅 

脱俗，芳香宜人，受到人们的广泛青睐，栽培规模不 

断扩大，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4]，是目前国际上 

十分畅销的花卉之一。 

东方百合种子高度败育[5]，常采用传统的鳞茎 

球繁殖，繁殖速度缓慢，在短期内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国内主要通过进口种球进行生产，为了降低生 

产成本，实现种球的自主繁育，组织培养无疑是一种 

最佳的途径[1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东方百合的组 

织培养技术进行研究，杨薇红等 ]对亚洲百合花器 

官进行了组培，Joung等[7]对 Casa Blanca等几个百 

合品种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研究，但诱导率、增殖率 

等较低。笔者以东方百合中的重要品种“索邦”为研 

究对象，进行组培研究，进一步完善东方百合组织培 

养技术和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由陕西荣基园艺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由荷兰引进的东方百合“索邦”种球。 
： 

1．2 方法 

1．2．1 消毒 取健康无病虫害的鳞片和鳞茎，用自 

来水冲洗干净，7O 酒精浸泡 30 S，再用 0．1 的升 

汞消毒 12 min，无菌水冲洗 5～6遍，备用。 

1．2．2 小鳞茎的诱导培养 将鳞片和鳞茎分基部、 

中部、尖部 3个部分，鳞片切成 0．5 cm×0．5 cm大 

小，外侧向下；鳞茎切成 2～3 mm厚的薄段，基部向 

下，接人诱导培养基中培养。 

收稿日期 ：2008—03—07 修回日期：2008—03-28 
作者简介：侯娜(1983一)，女，陕西户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林业生物技术研究。 
*通讯作者：郭军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侯 娜等 东方百合(Lilium oritentia1)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121 

以 0．1、0．3、0．5 mg·L～BA、NAA 进行正交 

组合，研究 BA与 NAA浓度配比对东方百合芽的 

诱导 ，15 d后观察结果。 

以 1／4MS、1／2MS、MS分别代表低盐、中盐、高 

盐浓度的培养基，添加 0．1 mg·L BA+0．3 mg 

· L-1NAA。接人外植体，15 d后观察诱导结果。 

培养条件：温度 25±2℃，光照强度 2 000 lx， 

光照时间 12 h·d一。25 d后观察诱导情况。 

1．2．3 小鳞茎的增殖培养 将培养成熟而未进行 

生根培养的小苗剪去叶片，只留下小鳞片和叶柄，将 

鳞片和叶柄剥下，接人分化培养基 MS+0．1 mg· 

L BA+0．3 mg·L-1NAA中，进行增殖培养，3O 

d后统计增殖率。 

将长度为 0．2～1．0 cm的小芽接人 MS+0．1 

mg·L-1BA+0．1 mg·L NAA 和 MS+0．1 mg 

· L-1BA+0．1 mg·L IBA的培养基中培养，比 

较不同生长素对增殖培养的影响。 

在培养基 MS+0．1 mg·L BA+0．1 mg· 

L-1IBA 和 MS +0．05 mg·L BA+0．05 mg· 

L-1IBA中分别加入 3 g·L 的活性炭，同时以不 

加活性炭为对照。接人长度为 0．2～1．0 cm 的小芽 

进行培养，比较活性炭对增殖培养的影响。 

1．2．4 生根培养 将健壮的芽子接在 0．1 g·L 

IBA+3 g。LH1活性炭+1／2 MS培养基上进行生 

根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鳞茎的诱导 

2．1．1 鳞片、鳞茎不同部位诱导的效果 由表 1 

知，不同部位百合鳞片分化小鳞茎的能力不同。鳞 

茎由下而上诱导出的芽数逐渐减少，且靠顶部的材 

料在切口形成了一薄层愈伤。鳞片也表现出下部诱 

导芽子多，向上逐渐减少，但无愈伤组织形成。这与 

在西伯利亚百合、东方百合 、兰州百合等的研究结 

果一致t- ̈]。鳞茎诱导 的芽子数量 明显多 于鳞 片， 

且质量较好(图 1-a、图 1_b)。 

2．1．2 IBA与 NAA 组合对芽诱导 的影响 研究 

表明，IBA和 NAA对芽诱导差异较大。在 MS+ 

0．1 mg·L BA+O．1 mg·L NAA 和 MS+O．1 

mg·L-1BA+0．1 mg·L IBA的培养中，前者诱 

导的芽生长健壮，几乎没有根的形成，且易与原外植 

体分离，而后者诱导出的芽生长细弱，且同时诱导出 

了较多的根。表明NAA较 IBA更适合于东方百合 

芽的诱导(图 1-a、图 1-c)。 

表 1 不同部位诱导效果 

Table 1 Inducing results with different parts 

2．1．3 不同浓度 BA 与 NAA 配比对 东方百合 芽 

的诱导 由表 2知，随着 BA浓度的增加 ，诱导芽 的 

数量增多，同时芽相对弱小。随着 NAA浓度的升 

高，诱导出大量的根，在 NAA浓度高时，根粗壮(3 

号、6号)，相反则根较细弱(8号)。可以看出，以② 

号效果最为理想(图 1-a、图 1_b)。④～⑦、⑨号诱 

导的芽数虽多，但芽生长缓慢，延长了培养时间。 

表 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 芽诱导的影响 

Table Z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incretion for buds inducing 

2．1．4 不同盐浓度对芽诱导的影响 1／4MS培养 

基诱导芽数平均为O～2个，芽细小，且生成大量细 

弱的根。1／2MS培养基诱导芽数平均为 2～5个， 

芽长势良好，有稍粗壮的根形成。而 MS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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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芽数平均为 5～7个，芽长势良好，几乎没有生 

根，直到25 d后才开始有根的生成。因此，高盐浓 

度的培养基较适合于东方百合芽的诱导培养，而低 

盐浓度有利于根的形成。 

2．2 小鳞茎的增殖培养 

研究表明，每个小鳞片能诱导生成 3～4个芽， 

厚实的叶柄诱导的芽数在 1个以上，增殖系数大于 

20(图 1一d)。 

2．2．1 IBA、NAA对幼芽培养的影响 试验表明， 

在 MS+0．1 mg·L BA+0．1 mg·L NAA的 

培养基中，大于0．4 am的小芽能快速生长(图l-e)， 

而小于0．4 am的芽则生长缓慢甚至不生长。这与 

李爱华等 对东方百合的研究结果相似。而在 MS 

+0．1 mg·L BA+0．1 mg·L IBA的培养基 

中，所有的芽都能快速生长，故若诱导的芽在分离时 

小于 0．4 am，最好选用 MS+0．1 mg·L-1 BA + 

0．1 mg·L IBA的培养基进行壮苗培养。 

2．2．2 活性炭对幼芽培养的影响 研究表明，培养 

基中添加了活性炭后，对东方百合组织培养没有明 

显的影响(图1-f、图 l-g)。 

a．鳞茎诱导芽 b．鳞片诱导芽 c．n号培养基诱导效果 

d．利用小鳞片增殖 e．幼苗培养 f．未添加活性炭培养 

g．添加活性炭培养 h．生根培养 

图 1 鳞茎诱导效果 

Fig．1 The bulb inducing effect 

2．3 小鳞茎的生根培养 

百合在组织培养中一般极易生根，产生新芽。 

为了保持移栽苗的质量，最理想的情况是产生大量 

的根而不长出新苗。在培养基中，仅添加 0．1 mg· 

L IBA和 3 g·L 活性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图 

I-h)。 

3 结论与讨论 

在东方百合组织培养中，高浓度的激素容易引 

起材料分化愈伤组织或出现玻璃化等异常情况，这 

可能是由于百合本身激素水平较高或者百合对激素 

较敏感引起的。因此，在试验过程中设计的激素浓 

度在 O．5 mg·L 以下。 

东方百合对 NAA和IBA在不同阶段的反应不 

同。在诱导分化芽时，NAA效果明显优于 IBA，而 
， 在幼苗期，长度小于O．4 am的幼苗对 NAA反应迟 

钝，用 IBA替代 NAA能取得良好效果。 

在东方百合培养的过程中，常分生出一些新的 

芽子，因此，一般的增殖途径是采用一边培养小芽子 

或一边生根，一边增殖[1 ]。这种方式存在许多弊 

端，它既使得苗子大小参差不齐，又严重影响了移栽 

苗的质量，而且增殖系数不高，很难达到规模化、工 

厂化生产的要求。针对这些情况，本试验采用将培 

养成熟而未进行生根培养的苗子剪去叶片，只留下 

小鳞片和粗大的叶柄，将鳞片和叶柄剥下接人分化 

培养基中，以重新培养的方式进行增殖，增殖系数都 

在 2O以上。同时，长出的苗子大小均匀，且不影响 

生根移栽，更适宜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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