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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杜鹃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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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大树杜鹃试管苗的带芽茎段进行离体培养，通过正交试验设计并结合方差分析、多重比较从 

中选出了大树杜鹃组织培养的最佳培养基配方，建立起了大树杜鹃离体培养体系。结果表明：TDZ是适合 

大树杜鹃离体培养的细胞分裂素，带芽茎段增殖培养基为WPM+TDZ0．40 mg／L+IBA0 05 mg／L；壮苗培 

养为WPM +TDZ0～0．1Omg／L-4-IBA0 40mg／L 4-AC0 20％或者TDZ0 10～0 20mg／L 4-NAA0．20mg／L 4- 

AC0 20～0．40％；生根培养：WPM 4-糖 15 L 4-IBA1．50mg／L 4-NAA1．50 mg／L 4-AC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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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stem segment with buds as the explant，culture in vitro of R．protisum was studied．The best 

media for R．protisum tissue culture were chosen by means of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analysis of vari— 

a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s、So the system of culture in vitro was established．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DZ was suited for R．protisum culture in vitro comparing 6一BA and KT．The best medium for stem segment 

with buds propagation was WPM +TDZ0．40 mg／L+IBA0．05 mg／L：the best strengthening medium was WPM 

+TDZ0～0．1Omg／I +IBA0．40mg／L +AC0．20％ or TDZ0．10～0．20mg／L+NAA0．20mg／L+AC0．20～0． 

40％ ：the best medium for rooting was W PM +sugarl5g／L+IBA1．50mg／L+NAA1．50 mg／L+AC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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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杜鹃(Rhododendron．protisum var giganteum)是一种常绿杜鹃原种，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杜鹃树，高 

达25m，号称“杜鹃之王”，这种杜鹃分布区域比较窄，仅在云南、西藏的某些地区有所发现  ̈，非常珍贵且 

观赏价值极高，现面临濒危，已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大树杜鹃种子较小，发芽条件要求高，靠播种 

繁殖很难达到挽救珍贵植物资源的目的 ]，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实现大树杜鹃的快速繁殖。因此 

本研究对大树杜鹃进行离体培养，建立其植株再生体系，对保护名贵杜鹃的种质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大树杜鹃的种子(由华西亚高山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从云南腾冲采回)无菌条件下发芽得到试管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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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试管苗截成带单芽茎段，并进行离体培养研究。 

1．2 试验方法 

1．2．1 材料的消毒 种子先用无菌水浸泡2h，再用0．1％升汞消毒20rain，无菌水洗4～5次，然后用滤纸 

吸于表面水分，接种培养。 

1．2．2 培养方法 (1)种子接种在 Read+1m LGA 培养基上，无菌发芽得试管苗。 

(2)试管苗截成带单芽茎段后接种到Read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6一BA、KT、TDZ和NAA，筛选出最 

佳细胞分裂素。 

(3)带芽茎段培养的两种设计方案均用 L。(3 )正交表设计 因素一为培养基，水平有改良MS、Read 

、WPM三种培养基；因素二为TDZ，设置0．20mg／L、0．30mg／L、0．40mg／L三个浓度水平；因素三为 IBA或 

NAA，设置0．01mg／L、0．05mg／L、0．10mg／L三个浓度水平。(4)壮苗培养用WPM培养基，两种设计方案 

均用 L。(3 )正交表。因素一为TDZ，水平有0 mg／L、0．10 mg／L、0．20mg／L三个浓度；因素二为IBA或 

NAA，分别设置0．10mg／L、0．20mg／L、0．40mg／L三个浓度水平；因素三为活性炭 AC，设置 1．0g／L、2．0 

L、4．0g／L三个水平。(5)生根培养用WPM培养基，设计方案均用 L (4 )正交表。因素一为蔗糖，水平 

有10 L、l5 L、20 L、30 L四个浓度；因素二三分别为IBA和NAA，都设置0．25mg／L、0．50mg／L、1． 

00mg／L、1．50mg／L四个浓度水平；因素四为活性炭 AC，四水平分别是0、2．0g／L、4．0g／L、6．0g／L。 

以E培养基添加琼脂粉5g／L，除生根培养外，其它培养均附加蔗糖 30 L，每处理接种材料 40个左 

右，重复 3次。 

1．2．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25±2) ，每天光照 12h，光照强度 20001x±。将每个处理的3次重复试 

验结果用 SPSS for windows 1 1．0分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1．3 移栽 

将根系发育好的试管苗取出，用清水洗掉根上的琼脂，移栽到装有丰富有机质林下土的营养钵中，浇 

透水后置于温、湿条件适宜的温室中。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大树杜鹃生长的影响 

表 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大树杜鹃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0f different cvtokinin on the growth of R． protisum 

激素组合 长势及增殖 

Read+6一BA2．00+NAA0．05 

Read+K ．oo + NAA0．05 

Read+6一BA1．00 +KT1．00 +NAA0．05 

Read+TDZ0．20 +NAA0．05 

苗弱，叶黄，有的死亡，未增殖 

只进行少量伸长生长 

苗弱，叶黄，未增殖 

大部分苗腋芽萌发，长势正常 

注 ：激素单位均为 mg／I (F同 ) 

在培养中发现，大树杜鹃的芽苗在含不同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上表现不同。在含6一BA的培养基上 

芽苗长势弱，有死亡迹象，未增殖；在含KT的培养基上，腋芽没有萌发，只进行了少量伸长生长。说明6一 

BA和KT两种细胞分裂素不适合大树杜鹃的离体繁殖，而在含TDZ的培养基上，大部分腋芽萌发，大树杜 

鹃有了一定的增殖。由此看出TDZ是大树杜鹃离体培养的最佳细胞分裂素，所以在下面的培养中选用 

TDZ细胞分裂素。 

2．2 带芽茎段的增殖培养 

培养一周时，发现有的处理顶芽萌动、腋芽萌发，有的处理基部开始膨大，但是有的处理出现死亡；20d 

左右腋芽及膨大的基部逐渐分化出不定芽。将三因素各个水平对杜鹃增殖倍数和平均分化芽数列于表 

2。在改良MS培养基上，材料生长不好，甚至有的死亡，Read和 WPM培养基都较适合大树杜鹃的生长与 

增殖 ，且丽者之间无明显差异。1BA是影响大树杜鹃增殖的显著因素，而 NAA则不是显著因素。不论在 

哪个水平上，IBA的增殖倍数比NAA的都要高，说明IBA比NAA更适合大树杜鹃的增殖培养，当IB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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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rag／L时，有利于更多的芽发生增殖。在TDZ—IBA组合中，随TDZ浓度的升高，所考察的两个指标 

都明显提高，当TDZ是0．40mg／L时，达到最大，且与其它两个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增殖培养中的三因素多重比较 

Table 2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factors in propagation culture 

注：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 ，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0．o1、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下同) 

2．3 壮苗培养 

在 TDZ—IBA组合中，过高浓度的TDZ不利于大树杜鹃新11t-的展开，不加或加入低浓度的TDZ，有利 

于新11 卜展开。随着 IBA浓度升高，新展叶数也增多，而随着 AC量的增加，新展叶数先增多后减少，这可能 

与高浓度的AC的吸附力太强有关。在 TDZ—NAA中，随着 TDZ浓度提高，展叶数也增多，但 2和3水平 

差异不明显；过低过高浓度的NAA不利于苗的生长，NAA0．2mg／L时最好；0．20％～0．40％AC比0．10％ 

的AC对大树杜鹃壮苗效果好。 

表 3 壮苗培养中的因素多重比较 

Table 3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factors in strengthening culture 

2．4 生根培养 

35d统计生根率和平均生根数并将分析结果列于表4。通过分析发现两种生长素和 AC是影响大树 

杜鹃生根的主要因子，蔗糖只影响大树杜鹃的生根率，l5g／L的蔗糖有利于大树杜鹃生根，其它的三个蔗 

糖浓度对大树杜鹃的生根有抑制作用。大树杜鹃的生根率与平均根数随着 IBA和NAA浓度的升高而升 

高，IBA4水平与其它水平之间差异显著，NAA4水平与3水平在生根率方面差异不明显，但高浓度的 NAA 

可增加根数。不加 AC时，大树杜鹃的生根情况也较好，但苗子发黄，长势弱；而过高浓度的 Ac可能由于 

较强的吸附作用，生根率和根数较低，加 0．20％AC不仅有利于生根，而且还提高了苗的质量。 

2．5 移栽 

将根系发育好的试管苗取出，用清水洗掉根上的培养基，移栽到装有含丰富有机质林下土的营养钵 

中，浇透水后置于温、湿条件适宜的温室中，成活率在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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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树杜鹃生根因素的多重比较 

Table 4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factors in rooting 

3 讨论 

选用 Anderson的改良MS、Read、WPM三种基本培养基离体培养大树杜鹃，在 Anderson的改良MS上 

不仅分化率低，且有的材料出现死亡，分析可能是 Anderson的改 良MS中高含量的铁对植物生长不利，同 

时证实了木本培养基(WPM)是培养这一木本杜鹃的最佳基本培养基。6一BA是植物组培较常用的一种 

细胞分裂素，能使大部分植物发生分化获得植株再生，然而对有些植物来说却不合适。Anderson最早观察 

到，6一BA对山杜鹃只能维持较低的嫩茎增殖，并常常表现出毒害 ]，在本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结果。范 

玉清认为 TDZ由于活性较强，是用来培养较顽固的尤其是木本植物的一种较合适的细胞分裂素 ]。在本 

研究的芽苗培养中，发现 2．0mg／LKT没有使大树杜鹃发生增殖，但是0．20mg／LTDZ却能使大树杜鹃发生 

了较多的增殖，这说明TDZ是一种具有较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在低质量浓度下具有较强的细胞增殖作用。 

虽然TDZ使大树杜鹃发生较为理想的增殖，但是用 TDZ增殖出的小苗如果仍放在原来培养基上继续培 

养，发现小苗不容易长高，这同样在一杜鹃(R．P． M．Hybrids3叶片不定芽培养 和香椿腋芽增殖 中 

也发现类似现象发生，所以在试验中通过降低TDZ或不用TDZ并附加一定浓度的AC进行壮苗培养。大 

树杜鹃是一种较难生根的植物，需要较高的生长素才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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