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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桤木的组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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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摘 要：以台湾桤木(Alnus．厂0 n凇)枝条的顶芽或腋芽为外植体进行了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成功建立了台湾桤 

木组培快繁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接种诱导培养基以1／2 MS+BA 0．2 mg·L 最佳，诱导率为35．0％；继代培养基 

以Ms+BA 0．2 mg·L 最佳，芽增殖系数为2，87；生根培养基以1／2 Ms+IBA 1 mg·L 为最佳，生根率达100％， 

平均生根条数8．94；试管苗炼苗后移栽到糠壳灰：黄心土=1：3的基质中，移栽成活率可达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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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Alnus formo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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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apical or axillary buds as explants，the tissue culture of Alnus rm∞a， were studied．The Alnus fo,'mosan~rapid 

propagation system were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through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 showed that 1／2 MS+BA 0．2 mg’L with shoot 

induction rate 35．0％ was optimum for shoot induction：MS-I-BA 0．2 mg·L th proliferation coefficient 2．87 was optimum for sub— 

passage．When shoot were cultured on 1／2 MS-I-IBA 1 mg·L一 。root induction rate could reach at 100％ and average number of roots 

were 8、94，Transferred to pot mixture containing bran ash／to yellow the subsoil(1：3)after hardening，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plant- 

lets could reached up to 85％ ． 

Key words：Alnus rm0sn， ；tissue culture；induction；proliferation；plan tlet 

台湾桤木(Alnus for~sana)为桦木科(Betulace— 

ae)桤木属(Alnus Mil1)植物 ，又名台湾赤扬、水柯 

子，落叶阔叶大乔木，为非豆科菌根树种，原产台湾 

省，是台湾重要的先锋造林树种 。台湾桤木适应 

性强，速生，材质好，可用作营造工业用材林、纸浆 

林、水源林、防护林及“四旁”植树，可造纯林和混交 

林，可轮作。引种台湾桤木，不仅可丰富我国南方人 

工阔叶林种类，改 良土壤，治理环境，而且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在南非以及我国 

福建、四川均已成功引种 ，湖南省于 2001年引 

种以来，台湾桤木表现出了明显优势，选育了一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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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无性系 ，也开展了扦插育苗技术研究 ，但有 

关台湾桤木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 

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取湖南省森林植物园选育的台湾桤木优良单 

株，剪取优株上的半木质化枝条，取枝条上顶芽或腋 

芽为外植体。 

1．2 方法 

1．2．1 消毒与诱导培养 枝条于自来水中反复清 

洗30 min后，用 0．25％HgC1：消毒 10 min，然后分 

别用 l％CaC1：和无菌水浸洗3次，每次5 rain。经 

消毒的枝条，在超净工作台上剪切成带 1个腋芽或 

顶芽的茎段，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先暗培养7 d， 

40 d时统计外植体诱导率。 

1．2．2 继代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以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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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S或改良MS，、改良MS 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不同浓度的BA、IBA等激素分别进行继代及生根培 

养基的筛选。继代培养基筛选试验共1 1个处理，每 

个处理20株，3次重复；生根培养基筛选试验共5 

个处理，每个处理 l0株，4次重复。30 d时记录生 

长情况，对试验结果进行单因素试验方差分析，新复 

极差检验。 

1．2．3 移栽 生根后的试管苗炼苗3～7 d，洗净根 

部培养基，移栽至塑料大棚。移栽基质为糠壳灰：黄 

心土=1：3，移栽容器为5 cm x 10 cm的塑料营养 

袋。试管苗移栽后 ，用清水浇透，温度 l5～30℃，湿 

度 85％ ～95％，移栽40 d时统计移栽成活率。 

1．2．4 纽培培养条件 改良MS，配方是标准 MS 

母液中母液 1、母液 2和母液 3的浓度减半，母液4 

和母液5的浓度不变；改 良MS：配方是标准 MS母 

液中母液 1、母液2、母液 3和母液4的浓度减半，母 

液5浓度不变；培养基琼脂含量0．7％，蔗糖3．0％， 

pH值为5．8；培养温度 24～28℃，光照强度2 000 
～ 3 000 lx，每天光照时数 14 h。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导培养基筛选 

观察得知，30 d左右腋芽或顶芽萌发。从表 l 

可见，除4号培养基外，l～3号培养基均成功诱导 

出了芽，芽诱导率在 16．7％～35．0％之间，其中3号 

培养基(1／2 MS+BA 0．2 mg·L )的芽诱导率最 

高为35．0％，并且生长势最好，是最佳诱导培养基。 

初接种时，愈伤组织少，愈伤组织未分化出丛生芽。 

表1 台湾桤木初接种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注：“+++”、“++”、“+”、“一”分别表示生长势好、较好、一 

般、差。表 2、表3同。 

2．2 继代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2．2．1 继代培养基的筛选 当诱导出的新芽长至 

l cm左右时，切取新芽转移到不同继代培养基上， 

对继代培养基进行筛选 ，结果见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培养基配方对芽的 

增殖系数有极显著影响。其中7、9、10号培养基的 

增殖系数极显著低于其它参试培养基，生长势一般 

或差，首先予以淘汰；3、5、6、8号培养基的增殖系数 

虽高，在2．54～2．80之间，生长势也较好，但高生长 

不够或不整齐，叶色偏黄，连续继代时生长势明显变 

弱，不适合作为继代培养基。参试培养基中，ll号 

培养基(MS+BA 0．2 mg·L )的增殖系数最高， 

为 2．87，高生长整齐且高，试管苗生长旺盛，叶色 

表 2 台湾桤木继代培养基的筛选 

注：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O．O1)。表3同。 

绿，是最佳继代培养基。 

2．2。2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当芽培养增殖到一定 

数量时，将株高3 cm左右的台湾桤木丛生芽切成单 

株后进行生根培养，结果见表3。 

表3 台湾桤木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编号 (培养
" L

基
-

mg L ) ( ‘， 

12 MS 0 cC 

13 MS十lBA 1 93．3 aA 

14 1／2 MS 45 bB 

15 1／2 MS+IBA 1 100 ah 

16 1／4 MS+IBA 1+NAA O．2 95 ah 

叶色 

0 dc 黄绿 + 

4．05 cB 绿 + 

1．13 dC 绿 ++ 

8．94 ah 绿 +++ 

8．53 bA 黄 一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培养基配方对生根 

率和生根数都有极显著影响。从表3可看出，参试 

培养基除l2号外均诱导出了根，其中l3、l5、l6号 

培养基诱导率分别为93．3％、100％和95％，极显著 

高于其它参试培养基；并且 l5、l6号培养基中试管 

苗根系发达，生根数极显著高于其它参试培养基，分 

别为 8．94和8．53；但 l6号叶色黄，生长势差，而且 

观察发现，l5号培养基的生根最快，7 d即开始生 

根，l2～15 d生根率可达 100％。根据以上情况，确 

定 l5号(1／2 MS+IBA l mg·L )为最佳生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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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 

2．3 移栽 

由于台湾桤木试管苗比较娇嫩，移栽时应避免 

高温炎热的夏季和低温寒冷的冬季，以春季(3—5 

月)和秋季(1O一11月)较为适宜。同时要进行炼 

苗，炼苗时间以3—7 d为宜，移栽基质为糠壳灰：黄 

心土=1：3，移栽后注意通风保湿，遮阴及预防病虫 

害，成活率可达85％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1)通过以芽繁芽增殖和通过愈伤组织分化丛 

生芽增殖是林木组织培养扩大繁殖的两种主要途 

径。通过愈伤组织分化芽，耗时较长，而且多代培养 

后较易引起变异。本研究采用的是通过腋芽或顶芽 

直接萌发建立台湾桤木无菌体系，再通过以芽繁芽 

来扩大繁殖，这种方式有利于保持优良品系的遗传 

稳定性，为其商品化生产提供基础。 

(2)培养基的筛选是一个综合评定筛选 的过 

程，例如：最佳继代培养基不但要求有较高的增殖 

率，而且还要有正常的叶色、形态、生长势以及便于 

转接所需要的植株茎高 叫；最佳生根培养基不但 

要求生根率高，而且还要综合考虑根系质量，生根时 

间，以及是否有正常的叶色、形态、生长势。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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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评定筛选认为，台湾桤木继代增殖以MS+ 

BA 0．2 mg·L～，生根培养以 1／2 MS+IBA 1 

mg·L-I为最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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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根据湖南速生材杉木材性差异，提出了适用于湖南速生 

材杉木浸渍改性工艺，即真空——叠压法。对由于外界环境 

不同而导致速生材杉木材性差异，确定了浸渍改性初始压力 

和终了压力，即能保证改性药剂完全渗入木材，也能保证试 

材在设定压力下不被压溃。该工艺能推广应用到其他速生 

材浸渍改性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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