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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夏蜡梅茎段为外植体，进行夏蜡梅组培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茎段的最佳消毒方式是先用70％ 

酒精消毒 10—15 s，再用0．1％Hgc1溶液浸泡3—5 min；继代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为MS+6-BA2．0mg／L+ 

NAA 0．1mg／L-I-蔗糖 30 g／L，增殖系数 4．03，茎芽生长粗壮；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I／2MS-I-IBA0．4me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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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蜡梅 (Calycanthus chinensis)是蜡梅科夏蜡梅属唯一种【l】，又名牡丹木、黄琵琶等，叶大而色翠绿，外 

花被片花瓣状，白色，边缘紫红色，内花被片肉质，金黄色，幽雅美丽，因其在炎炎夏日开花而备受宠爱 。 

夏蜡梅集中分布在浙江省临安市境内，是国家二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 。由于夏蜡梅在植物学界的独特地位和 

观赏价值，这一浙江特有的国宝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并被引种到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等国Ⅲ。 

夏蜡梅主要靠种子繁殖，不仅易发生性状变异，而且繁殖率低、育苗周期长，满足不了生产和科研的需要。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快速繁殖的目的，并可进行植株的脱毒和品种复壮嘲。至今国内未曾见 

有关夏蜡梅的组织培养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3～4月萌发的夏蜡梅新梢，切取幼嫩茎段。取材地点为浙江林学院蜡梅资源圃。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 带芽茎段 (至少带有两个未萌发的芽) 洗涤精溶液浸泡 30min--*I~然水下冲洗20 min 

无菌超静工作台上，70％酒精溶液漂洗10—15 sI+放入0．1％升汞中消毒3、5、7、9 Inin 无菌水漂洗数次 

接入分化培养基。每次处理外植体茎段20个。观察污染隋况和茎段的生长隋况，第 15d进行统计。 

1．2．2 增殖和生根培养 将初代培养萌发的芽 (芽高 1．5cm左右)，接入分化培养基培养。分化培养基以MS 

为基本培养，附加蔗糖30g／L、卡拉胶5．8 g／L、NAA0．ImeJL和一定浓度的6-BA(分别为 1．0、1．5、2．0、2．5 mg／L)， 

pH5．8。每种配方处理芽30个，60d后观测并统计芽数和增殖系数【6】。进行方差分析比较四个分化培养基的效果 

差异 们。 

将高2．0 cm以上的芽转入生根培养基中培养。试验先后以I／2MS培养基附加IBA(0、0．2、0．4、0．6 mg／L)。 

每个处理 30个芽。20 d统计生根I青况。 

1．2-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 24—25~C，光照强度 1 500～2000lx，光照时间 14 16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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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0．1％升汞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从试验统计数据(表 1)来看，用O．1％升汞处理夏蜡梅茎段7—9 min，污染率为0，但存活率仅有5％一10％； 

而用O．1％升汞处理3 5 min，消毒时间较 

短，但污染率并不高，存活率也较好，说 

明O．1％升汞处理茎段的适宜时间为3—5 

min。这与夏蜡梅茎段幼嫩、木质部结构疏 

松不能忍受升汞长时间的毒害有关，另外 

表1 升汞消毒时间夏蜡梅对外植体的影响 

由于试材为刚萌发的新梢，外植体感染的杂菌较少， 

2．2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分化的影响 

转接在分化培养基上后 5 d左右腋芽 

开始萌动，8d左右展叶，将腋芽切下转入 

分化培养基能够继续增殖。但在 6-BA浓 

度不同的分化培养基上增殖系数各不相 

同，低的仅2．97，高的可达4．o3，侧芽的 

生长状况也有一定差异 (表 2)。 

根据表 2数据，求得总变异自由度 

DFT=nk一1=10×4—1=39；处理间自由 

度DFt=k一1=4—1=3；误差自由度DFe 

=k(n一1)=4×9=36；矫正数 C=T％k 

消毒处理的时间可大大缩短。 

表 2 6-BA不同浓度对夏蜡梅芽分化的影响 

表 3 F测验结果 

变异来源 

处理问 

处理内 

总变异 

DF SS MS F R05 Fo 01 

3 120．875 40．292 6．781“ 2．87 4．38 

36 213．900 5．942 

39 334．775 

=3732／(4x 10)=3 478．225；SST=Ey 一C=334．775；SSt= Ti2／n—C=120．875；SSe=SST—SSt=213．900。 

将上述结果录入表3进行F值测验，结果表明，4个分化培养基处理之间达到了极显著的差异。 

各平均数多重比较时进行 LSRa值计算，算得单个平均数 

的标准误差 SE=0．771。由表 4可知，在诱导芽的分化上，培 

养基MS+6-BA2．0 mg／L+NAA0．1 mg／L的效果显著高于其他 

培养基，增殖系数达 4．03；而其余三种培养基之间的增殖系数 

虽各有不同，但并无显著差异，效果不明显。此外，在 6-BA 

表 4 培养基效果显著性 

浓度高于2．0 mg／L时，在接种芽基部容易产生大量的愈伤组织。这些愈伤组织很难诱导形成芽，反而影响侧芽 

的正常生长。 

2．3 IBA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夏蜡梅的分化芽在4种生根培养基中均可生根，一般 1O一15 d便有根系从基部长出。其中以 I／2MS+IBA0．4 

mg／L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 62．4％，其他 3种配方 1／2MS、I／2MS+IBA0．2 mg／L、I／2MS+IBA0．6 mg／L的生 

根率分别是 10．O％、45．6％和 32．9％。而且，随着IBA浓度的增加，产生的不定根越粗壮。但在高浓度IBA的 

条件下愈伤化严重，对移栽成活有不利影响。 

2．4 小苗移栽 

当组培苗长至3～5 cm高时，将其从培养室中移至气温较低的室内，开瓶炼苗2 3 d后再移栽。栽植前先 

将培养土(由腐质土和珍珠岩按 1：3比例混合组成)进行灭菌处理，移栽后浇透水，初期加盖塑料薄膜进行保 

温、保湿，并保持较高的空气湿度。移栽一周后可放小口通风，以后风口可逐渐变大，=周后可完全揭开薄膜。 

定期浇水，保持土壤湿润，每周用多菌灵溶液喷雾，防治病害发生。小苗有98％的成活率，移栽成活后，每周 

用配置好的无机营养液进行营养供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管理，即可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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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外植体选择是组织培养的第一步，不同种类或不同器官植株再生能力差异较大，应依据花卉材料的特点来 

选择，以便达到最佳效果。本研究在试验初期曾通过采用夏蜡梅植株不同部位为外植体进行比较：以茎尖作为 

外植体，污染较少，但生长很缓慢；以茎段为外植体，污染较大，但一旦成活，分化速度较快。外植体消毒时 

间长短也和取材季节密切相关，大多数植物的茎段用升汞处理 10 min左右能起到较好的消毒效果。但以夏蜡梅 

初春幼嫩茎段为外植体，处理3—5min便有较好的消毒效果；而采用秋冬枝条的茎段为外植体用升汞处理l0一l5 

min仍有很高的污染率，且外植体全部呈水渍状死亡。这可能是夏蜡梅的鳞芽由主芽和副芽叠生构成复芽且外 

被蜡质层而导致无法彻底灭菌。本试验表明，夏蜡梅以初春幼嫩茎段为外植体比较适宜，这与大多数植物应在 

生长开始的季节采样一致，生长末期或休眠期的外植体对诱导反应迟钝[81。 

在培养中有茎段周围的培养基变绿现象发生，可能是叶绿体的渗透，经过多次转接，该现象可消失。随着 

培养时间的增长，茎段上皮孔增大，有粉末状物质溢出，其原因不明，是否影响芽的增殖和分化也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增殖培养过程中还发现，不同激素的处理以及环境条件对芽的分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其最佳培养方案 

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以使夏蜡梅的快繁体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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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Calycanthus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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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eriment on tissue culture of Calycanthus chinensis by using stems as explant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sterilizing method was dipping the stems in 70％ alcohol for 10—15 seconds and 0．1％ Hgcl for 3—4 minutes．The 

optimum medium for multiplication was MS+6-BA2．0mg／L+NAA0．1 mg／L+sugar 30 g，L，and the rate of regenera— 

tion reached 4．03 With the IBA concentration of 0．4 mg，L in I／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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