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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大洪山黑壳楠 ( Li nder a megaphyl l a

Hemsl . ) ，又名楠木, 八角香, 为樟科钓樟属

常绿乔木 , 高达 2 5m。树皮光滑灰色。

2 材料类别
顶芽 和带腋芽的茎段。

3 材料处理
剪取生 长健壮的黑壳楠枝条，除去叶

片和虫病斑，流水冲洗 3 0mi n。将所需部

分用 洗洁 精溶 液清 洗， 用 棉还 应仔 细清

洗。后用 75%酒清浸泡 25- 30s，用无菌水

冲洗 2- 3 次，再用 0. 1%升汞消毒 6- 10mi n

（时间长短视材料木质化程度而定），再用

无菌水冲洗 6 - 8 次，待接种。

4 培养条件
诱导培养基( 1 ) MS; ( 2 ) MS+0. 5mg/

L BA+0. 1mg / LI BA; ( 3) MS+1 . 0mg/

L BA+0 . 2mg / L I BA；（4）MS+2 . 0mg /

LBA+0 . 4mg/ LI BA。增殖培养基：6- BA,

NAA, I B A 三种激素混合。使用浓度分别

为 0，1. 0，2. 0，5. 0；0，0. 1，0. 2，0. 5；

0，0. 1，0. 2，0. 5（三因素四水平）。生根

培养基：生根培养基为 MS+0. 5mg / LI BA。

培养温度 25～28℃，光强为 30～40μ mol ·

m- 2·s - 1，光照时间为 12 h·d - 1。

5 生长与分化情况
5. 1 芽的诱导

9 月份，剪取生长健壮的黑壳楠枝条，

经材料处理后置于超净工作台上，再用 0 .

1%的 HgCl 2 溶液灭菌 15mi n，无菌水冲洗

4～5 次。切成 2 . 0 cm左右的带腋芽茎段，

分别接种于各接种培养基上。培养 20 d 后，

茎段切口处有膨大现象且愈伤化，皮孔也

有白色霜状愈伤组织，腋芽开始萌动；4 0d

后，腋芽开始伸长。萌发的腋芽为嫩绿色

或红色。芽诱导培养基（4 ）萌发率最高，

萌发率为 53 . 3%，褐化率为 6 . 7%。
5. 2 增殖培养

将诱导的腋芽新梢切下，转接到各增

殖培养基上。3 0 d 左右，新梢上的腋芽开

始长出。以 5 . 0mg / L 6 - B A+ 0 . 5mg /

LNAA+0. 2mg/ LI BA 增殖培养最好。当新

芽长到 3 . 0 cm大小时，以节为单位进行切

分，接种于相同培养基上，芽生长迅速。每

2 5 d 按照相同的方法转接 1 次，增殖率为

2. 5。

5. 3 生根与移栽

选择长势较好、高约 2 . 0 c m芽接种到

生根培养基上，2 0 d 后长出较粗的根。生

根率达 71. 4%，平均每苗根数 1. 2条。30d

后，根长可达 2. 0～3. 0c m。将根系发达、

植健壮的小苗移到自然光下炼苗 5 d，洗净

根部培基，移栽到碎树皮和腐殖土 ( 1∶1 )

的基质中，存活率为 9 0%。

6 意义与进展
黑壳楠四季常青 , 干直冠整 , 构成了极

为美观的广卵形树冠。枝 叶浓密 , 青翠葱

郁 , 是大有 发展前途 优美园林 绿化树种 。

黑壳楠为大型观赏树种，耐寒能力强，较

耐旱，苗期喜阴，生长较快。黑壳楠自然

分布于我国南方。黑壳楠具有耐高温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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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 过不 同浓 度不同 激素 的处 理进 行离 体组 织培 养， 对难 生根 的黑 壳楠 的培 育研 究将 促进 黑壳 楠的 繁殖 速度 ，使得 稀少 物
种黑壳楠 培育进一步 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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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的特点, 在干旱、高温季节, 植株仍然

健壮 , 叶片仍然葱绿。黑壳楠种子也可榨

油，黑壳楠种仁含不干性油 4 7. 5 5%, 是制

作香皂的 上等原料 。果皮及叶含 芳香油 ,

可用作调香原料。木材纹理直 , 结构细, 是

制作家具和建筑的良材。特别是最近我国

科技人员从黑壳楠根中提取的 d - 荷包牡

丹碱具有明显抗癌作用。日本学者也从黑

壳楠中分离得到具有抗癌活性的朴菲类生

物碱。这无疑是医学上的新突破，而如今

人们对黑 壳楠的认识 和应用还非 常的少，

国内外对黑壳楠的研究少之又少，既而黑

壳楠的快速繁殖的研究就十分必要了。本

文着重研究关于黑壳楠的快速繁殖中的组

织培养育苗，使得黑壳楠的应用得到近一

步的推广。采用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对

黑壳楠种质资源保护其推广利用具有一定

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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