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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以印楝实生苗的嫩枝为材料，对印楝的初代培养、丛生芽诱导和生根、再生植株炼苗等进行 

系统研究，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筛选出各阶段的最适培养条件：(1)初代培养基为Ms+6一BA 0．5 n· T + 

NAA 0．05 mg／L+蔗糖30 g／L；(2)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为MS +6一BA 0．4～1．0 n,g／T +KT 0．5 1．5 Illg／1 + 

NAA 0．05～0．2 mg／L+蔗糖3()g／L；(3)生根培养基为 l／2 Ms+IBA 0．3 rag／T +P(；3 tool／1 +糖2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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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楝(Azadirachta indica)为楝科楝属的常绿阔叶树乔木，原产印度次大陆，被引入东亚、澳大利亚、非洲 

和南美洲等地 种植，在干旱地 生长表现优良，被国际林联推荐为干旱地区优先发展树种。我 赵善欢等 

人⋯于 1986年从非洲多哥引入种子并在广东省的徐闻县和海南省的万宁县引种成功 印楝的种子、树皮、 

树叶均含较高的印楝素(azadirachtin)等杀虫活性成分，具有很强的拒食等生 活性，可作植物性 杀虫剂。印 

楝种子不易保存，H我圈优质种源缺乏，因此，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获得大批量的优质苗木，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2002年f『’．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从国外引进 fJL个印楝索龠量较高的种源，并对其I{l 3个种源 

进行组织培养快繁研究，现将结果报导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采用，：；f进的3个印楝种源的 · 生实牛苘的嫩枝及叶片作外植体。外植体采用 l g／L升求液进行表 

灭菌处理，然后将嫩枝切成 】Ciql长并带顶芽或休眠侧芽的苇段，嫩叶每 叶横切成3段，接种于培养瓶内 

1．2 试验方法 

所有培养基如l尢特别注明，均添加蔗糖3O g／T ，片j 7 g／[ 的卡拉胶作培养基的凝 剂，培养幕的pH值为 

5．8。培养审的温度为(25-4-3)cIC，光照强度为 1 500 lx，光照时间为 10 h／d。 

1．2．1 初代培养 经处 后的外植体接种到初代培养荩中培养，每个种源的嫩枝及叶片各接种50瓶。初 

代培养基为：MS+6一BA 0．5 mg／L+NAA 0．05 rag／T 

1．2．2 丛生芽诱导培养 采用单网子试验，以逐步添加和逐步排除的试验方法进行芽增殖培养的 ·系列筛 

选试验。进行试验的因子有硝态氦与氨态氮的不同比例，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种类和浓度，糖、磷的含皱， 

稀土 素的添加等。 

1．2．3 试管内生根培养 印楝试管苗的牛根采用试管内生根和试管外生根两种形 。试管内的生根培养 

以芽增殖培养基『f1获得M 种源的丛生芽分割为单芽，接种到生根培养基～卜，诱导其牛根。采 I／2MS为 

本培养基，选择IBA、PG、糖作为考察冈素，每个 素没置3个水平，采用 (3 )I卜交设汁法进行根诱导培养 

基的附JJJi物种类和酣比的筛选(见表 3)。 

1．2．4 试管外生根培养 试管外的牛根采用 M．种源在芽增殖培养基巾获得的丛生芽经壮芽的培育阶段 

(壮芽培养基为去掉外源激素的芽增殖培养基)后所获得的芽，种植于基质为黄心土的育茼袋 {I。 

2 结果与分析 

2．1 印楝外植体初代培养的生长分化表现 

诱导外植体生长和分化是无菌外植体接种中成功建立无性繁殖体系最关键的环节之 一。 印楝组培繁 

殖研究中，外植体进行_r 牛芽和不定芽2种再生类 的试验。试验主要为筛选含印楝素高，lj 生物生K量 

米 本丈足广 竹科技JT r 际台作项 ‘商产乐虫J 物印楝人 I 爪范林的建 ”的 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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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的单株进行牛产推广，为了减少变异机率，最终采用的是直接从顶芽或腋芽中产生丛生芽的再生类型 

芽，在初代培养基MS+6一BA 0．5 mg／L+NAA 0．05 mg／L上诱导。不同的外植体材料、不同种源经诱导后的 

生长分化表现及其20 d诱导腋芽萌发的情况见表 1。 

表 1 印楝初代培养生长分化的情况 

从表 1可看到，印楝不同种源的诱导效果及其诱导率均不同。在3个种源中以腋芽作外植体诱导20 d 

时，M．种源的诱导率最高，M，种源的诱导率最低；以叶片作外植体时，不同种源其愈伤组织的诱导和生长差 

异不明显。不同外植体的生长和分化情况亦 一样，从表 1看出，以顶芽或腋芽的生长分化较叶片的好。 

2．2 丛生芽的诱导 

用初代培养基培养外植体所分化的丛生芽，数量极少，生长不理想。为满足规模化生产的基本条件，需 

进行芽的增殖培养。经过一系列增殖培养基的筛选试验，最终筛选出以改良的Ms为基本培养基(硝态氮与 

氨态氮的比值 、糖和磷的含量都比MS的高)，即MS 为基本培养基附加6-BA 0．4～1．0 mg／L+KT 0．5～ 

1．5 mg／L+NAA 0．05～0．2 mg／L，20～25 d为一个周转期(见 片1)。不同种源芽增殖倍数不同，增殖倍 

数为2～4倍(见表2)。 

表2 印楝不同种源芽的增殖效果 

从表2呵看到印楝不同种源的芽的增殖效果， I亓=l的种源在同等的条件下其增殖速度不同。在3个种 

源中以M，种源的增殖倍数最高，M 种源的增殖倍数最低，但有效芽数 M．种源的不如M 种源和I M，种源 

的。采用稀土元素的增殖培养基，对印楝丛生芽的增殖率影响不大，但町明 地改善芽的生长，如芽的叶片 

变大、叶色变深，且对后期根的诱导有促进的作用。 

2．．3 根的诱导 

2 ．3．1 试管内生根 将长 1．5 CIll以上的芽，从芽丛中分割出米，并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中，10 d后，在芽的 

基部长出2～4条根(见图片2) 除去污染的芽，每种培养基抽取 100个芽，进行牛根率的统计与分析。诱 

导根的培养基组合的正交试验的直观分析结果表明(表3)：3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诱导根的效应大小依次 

为：IBA>糖 >IBA×PG>PG，9种处理以I／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IBA 0．3 mg／L、PG 3~mol／L、糖20 L 

的生根培养基的生根率最高，达100％。根据各试验因素的平均数可以看出：IBA和PG取水平3，糖取水平 

2，为生根培养基的最佳组合。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4)，在试验巾所列的3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中，IBA对芽的生根率存在极显著影 

响，糖、IBA×PG交互作用对芽的牛根率存在显著影响，因素PG对芽的生根率无显著影响。南于IBA×PG 

交互作用对芽的生根率存在 著影u 须考虑 IBA×PG的交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导EIJ楝芽生根的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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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府为：IBA和PG取水平3，糖取水平2，即诱导印楝芽生根的最适培养基应为：以I／2MS为基本培养基
， 

附加 IBA 0．3 mg／L、PG 3~mol／L、糖 20 g／L。 

表 3 根的诱导培养基配比及正交试验的测试结果 

表4 芽的生根率方差分析 

注：1． 表示0．05水平 异显著， 表示0．01水平差异显著；2． (2，9)=4．26， 。．(2，9)=8．02 

68％，成活后2个半月的生长情况见表5中序号为4的结果。 

图 1 各因素对生根率的影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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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组培苗的移栽及苗期管理 

试管苗移到遮荫棚内，炼苗 l5～20 d，然后把试管曲取⋯，洗琦粘附 基部的培养基，移栽到育苗袋中， 

移栽基质为经消毒处理的黄心上。上袋10 d内应注意保湿、遮荫及预防病虫为害，随后可进行JE常的水肥 

管理，印楝组培 的移栽成活 达90％以 (见图片3)。印楝组培商的苗期管理很重要的一环是虫害的防 

治，主要是螺和蝗虫的为害严莆，并造成成苗率低。 

试管苗移栽时，分别以4种形式进行移栽：(1)具明显的主根(诱导具明显主根的培养堆与 E述所提的 

生根培养基在激素的种类及用量都有所不同)；(2)具多条侧生根而无明显的主根；(3)原具多条侧生根，经 

修剪只保留一条粗壮的恨；(4)无根。4种形式的茼的移栽成活后2个半月的生长情况见表5 

表 5 4种形式的苗的移栽生长情况 

从表5可看出：在诱导芽苗长明 的主根时，生根率低，只有50％左右，且根和苗连接处有愈伤组织，根 

和苗的维管束联系薄弱，这为移栽工作带米困难，造成移栽成活率低，只有60％。4种形式的苗的移栽，随着 

种植时间的增加，其生长的差异会缩小，但综合考虑移栽成活率因素，采用具多条侧生根而尤明显主根的试 

管苗移栽为佳。 

3 结论与讨论 

3．1 印楝的三个培养阶段的最适培养条件 

印楝的j个培养阶段的最适培养基为：(1)初代培养基为 Ms+6一BA 0．5 mg／L+NAA 0．05 mg／L+蔗糖 

30 L；(2)丛生芽诱导培养基为 MS凹+6一BA 0．4～1．0 mg／L+KT 0．5～1．5 mg／L+NAA 0．05～0．2 mg／L 

+蔗糖30 g／L；(3)生根培养基为1／2 MS+IBA 0．3 mg／L+Pc 3 i~mol／I +糖20 g／L。 

3．2 印楝不同种源对组培的影响 

在印楝离体培养过程f11， 同种源在同等条件下，其初代培养的表现、丛生芽的增殖率以及诱导芽的生 

根率都有所小同。个别种源丛生芽的生长及诱导芽的生根率，会随继代数的增加 得到改善。这些情况的 

产生或许与种源的生物学特性有关，具体到哪一特性还需进⋯+步的研究。 

3．3 印楝快繁体系与工厂化育苗 

首先应根据不同的造林目的进行选育，在此基础上米建立印楝的快繁体系。通过组织培养快繁技术获 

得大量的表现一致的优良无性系，采用这些优良无性系建立扦插采穗圃，再进行扦捕繁殖，以这种工厂化的 

育苗方式进行大规模化生产，扶得大批量的质优、价廉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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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Selecting of Superior Anti-noise Tree S 

in Zhujiang 

Yin Aihua Hu Xianc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stry 

Delta 

CleS 

Wu Xiaoying Kuang Jianzhi 

science of Foshan，Foshan，528000) 

Abstract The study was to test the Anti—noise effects of 1 6 representative tree species o{P“ woods。“ 

three dif reIlt woods-widths which were 10 m，20 m and 30 m in Zhujiang Delta．By means of variance analysi 

meth0d the resuIts indicated that on reducing noise anti—noise effects of Viburnum odoratissimum，Ficus altissima 

w ere better in lO m woods-width and V／bumum odoratissimum，，Michelia alba，Ficus annulata，CaraUia brachiata，Fi— 

cL Ⅱ如is i，孔Ⅱwere better in 20 m woods．width and Michelia alba，Ficus ahissima were better in 30 m woods‘width· 

Effection 0f the Anti—noise 0f woods-width meter 20 and 30 were better and woods—width meter 20 was the best in 

th【e three different woods—widths． 

Key words Anti—noise tree species，select，Zhujiang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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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Rapid Tissue Culture Propagation of 

Zhou Lihua He Xuexiang 

(Guangdong Forest Reserch 

Wang Zhenshi Gong Zheng 

Institute，Guangzhou，5 1 0520) 

Abstract The complete tissue culture plants have been developed successfully from seedling explants 

(voung sterns with apical buds or axillmT buds and leaves)through callus culture，bud proliferation and subsequent 

n)0ting raised on MS(Murahige and Skoog，1962)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cytokinins．The screening experi— 

n1ents based on both sin【gle—factor and orthogonal designs showed that the best formulation of culture medium tbr 

ca11us cuIture(primary cuIture)，bud clumping induction and bud rooting induction is MS+6一BA 0．5 mg／L + 

NAA 0．5 mg／L +sucrose 30 g／I ，MS +6．BA 0．4～1．0 ms／L + K_T 0．5～1．5 mg／[ +NAA 0．05～0．2 

”】 L + sucrose 30 g／L and 1／2 MS + IBA 0．3 mg／L + PG 3 txmol／L + sucrose 20 g／L respectively． 

Key words Azadirachta indica，tissue cuhure，rapid propagation，in vitro rooting，out vitro r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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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楝 快繁技 术的研 究插 图 

图1印辣丛生芽的诱导 

图2印楝根的诱导 

图3印棣一年生组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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