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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百合的离体快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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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大理百合的鳞片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并初步建立起快速繁殖体系．结果表明：大理 

百合鳞片适宜诱导芽和愈伤组织的培养基 MS+0．5 mg／L BA+0．1～0．5 mg／L NAA+3％蔗糖；增殖培养基为 

Ms+0．5 mg／L BA+0．05～O．1 mg／L NAA+4．5 蔗糖 ；生根结鳞 茎培养 基为 1／4Ms+0．01 mg／L NAA +6 

蔗糖+10 mg／L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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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百合 (Lilium taliense Franch．)为百合科百合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花下垂，花被反卷 ，色白而具 

紫色斑点 ，极富观赏价值．主要产于湖北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海拔 2 600 3 600 ITI的山坡草地和林 

中l_1]．有关大理百合的研究很少，据文献资料显示，仅作过种球含糖量的研究l_2 ；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也 

仅对大理百合做过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l_3]．由于大理百合主要生长在西南地区的高山，自然条件下繁殖较 

慢，加之人为破坏和干扰，使大理百合野生资源非常稀少．因此开展大理百合的组织培养和种球快繁的研 

究，不仅有利于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开发利用，也为后期的育种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以采自重庆南川金佛山的大理百合的鳞茎为供试材料． 

1．2 方 法 

取大理百合健壮 、无病虫害的鳞片 ，用洗衣粉洗去表面泥土和污渍，在 自来水下流水 冲洗 2～3 h，然 

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的酒精消毒 30 S左右 ，再投入 0．1 的升汞溶液 中浸泡 10～15 min，后无菌水冲 

洗 4～6次，取出切成 0．5 cm 小块，接种在不同的培养基上． 

1．3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和配比的激素 BA和 NAA组合．各培养基中分别加入蔗糖浓度 

为 3 ～6 ，用 6．3～7．0 g／L的琼脂固化，调 pH值接近 5．8，培养温度(25±2)℃，每天光照 10～12 h， 

光照强度 l 500~2 000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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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诱导分化 

将经过消毒灭菌的鳞片切成上、下两段，接种在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7d后发现，小鳞片由乳白 

色变为绿色，约 20 d左右有浅黄色胚状突起产生，一个月后观察发现，只有鳞片基部有分化，鳞片上部全 

部无芽分化发生 ，且由绿变褐 ，慢慢死亡． 

2．1．1 不 同部位鳞片对芽分化的影响 

将大理百合鳞茎上不同部位的鳞片分别接种在芽分化培养基上，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部位的鳞叶对芽分化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位置的鳞片作外植体，芽的分化率有明显差异，外层鳞片分化能力最强，其次 

为中层，内层鳞片几乎不分化．由此可见，外层鳞片为最适培养外植体，但是要注意污染问题． 

2．1．2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分化的影响 

各种不同激素浓度和配比的培养基 ，诱导出芽情况也有明显差异 ：培养基 No．4[4 分化生长情况最好， 

芽平均增殖4个，分化出的芽数最多可达 7个；其次为培养基 No．5和 No．6，生长也较好，分化芽数仅次 

于 No．4，芽苗长势粗壮，颜色鲜绿；培养基 No．1，No．2，No．3也有分化，但是诱导率偏低，芽苗长势较 

弱，培养基 No．7，No．8，No．9[3 在 BA浓度增加至 2．0 mg／L分化出的全部是玻璃化苗．可见 BA浓度 

0．5 mg／L，NAA 0．5 mg／L和 0．1 mg／L是大理百合芽诱导分化较好的激素组合(表 2)． 

表 2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分化影响 

培养基编号 激素浓度／g·L 

BA NAA 
芽诱导率／ 

芽数／外植体 
芽苗状 况 

／个芽 ·株 

较细 

较细 

细弱 

粗壮 

粗壮 

粗壮 

玻璃化 

玻璃化 

玻璃化 

注：基本培养基为 MS，蔗糖 3 ． 

2．2 芽扩大增殖 

初代分化培养 60 d左右，待芽长到 3～4 cm，将丛芽切成单芽接种在增殖培养基上，增殖培养基选用 

表 2中的No．1～6培养基中的激素组合，加蔗糖 4．5 ．结果发现 No．5加 4．5 蔗糖效果最好，15 d左右 

芽体开始萌动，40 d左右由基部长出丛生苗，且丛生苗生长旺盛粗壮，平均每个芽可增殖 3～5棵无根小 

苗．接种在 No．1～3培养基上的芽，发现有部分玻璃化，苗长势较弱，不适宜作为继代增殖培养基． 

2．3 生根结鳞茎培养 

将长势粗壮的丛生苗分成单株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生根培养基选择以下 8种培养方 

法，15 d后观察 ，结果见表 3． 

1  O  O  2  5  5  1  5  

1  1  2  4  3  1 ) 2  3  

捣 ∞ 卯 船 0 

1  2  5  5  1  2  5  2  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  5  5  O  O  O  

1  1  1  O  O  O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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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 S 一 

1／4MS 一 

1／2MS+4．5 ～6 蔗糖 一 

1／4MS+4．5 ～6 0A蔗糖 + 

1／2MS+0．01 mg／L NAA —— 

1／4MS+0．01 mg／L NAA —— 

1／2MS+5～10 mg／L CCC $ 

1／4MS+5～10 mg／L CCC $ 

1／2MS+0．01 mg／L NAA+10 mg／L CCC+6 蔗糖 + 

1／4MS+0．01 mg／L NAA+10 mg／L CCC+6％蔗糖 $ 

+ 

木 

木 

注：$代表很好，+代表一般，一代表差．以上不加说明的，培养基中蔗糖浓度均为 3 

图 1 大理百合芽的增殖 图2 大理百合生根结鳞茎培养 

接在培养基 No．10的 1／2MS和 No．11的 1／4MS上的材料叶片均生长过旺 ，叶多，伸长快且瘦弱 ；1／ 

4MS有少量毛状根长出，一个月才有小鳞茎形成 ，长势慢 ，1／2MS结果无 1／4MS明显．由培养基 No．12～ 

17的结果可见 ，加入矮壮素(CCC)[7-8]有利于抑制叶徒长 ，并促进叶健壮 ，最适浓度为 10 mg／L；蔗糖有利 

于鳞茎增大，最适浓度为 6 9／6；NAA有利于生根，适宜浓度 0．01 mg／I ．以上可以看出，百合的生根结鳞 

茎培养受激素、营养物质等综合因素影响，以No．19的1／4MS基本培养基加 6％蔗糖，0．01 mg／L NAA， 

10 mg／L CCC作生根培养基较适宜． 

3 讨 论 

一 般来讲，对于百合的组织培养，杂种品种分化能力大于野生种；低海拔种大于高海拔种[6]，而大理 

百合是一种生于高海拔的野生种，因此在进行组培试验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初代分化培养是整个试 

验的关键．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用比较适合百合分化的BA和NAA激素组合，结果发现：大理百合 

初始分化培养基以MS+0．5 mg／L BA+0．1～0．5 mg／L NAA+3 蔗糖效果较好；继代增殖以 MS+0．5 

mg／L BA+0．1 mg／L NAA+4．5 蔗糖为好；生根结鳞茎培养基选用 1／4Ms+0．01 mg／L NAA+6 蔗 

糖+10 mg／L CCC，为大理百合鳞片组织培养较有效的方法． 

培养基在初代培养时加琼脂 6．3～6．8 g／L，调 pH在 5．4到 5．8之间，可防止外植体失水死亡；生根 

培养基要稍微硬些，防止水分过多影响根呼吸，致使根向上生长，琼脂加至 7 ，pH在 5．8左右较好． 

本实验虽然得到了大理百合 的快繁体系 ，但无论分化还是增殖时间都 比普通百合(麝香)晚 10~30 d， 

因此它的快繁体系还需进一步优化． 

． + 一 一 $ + 一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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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Rapid Propagation of Lilium taliense 

XU Hong—xing， QIN H ua， SUI Shun-zhao， 

PI W ei， LI M ing—yang， LI Xian—yuan 

School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Institute of Ornamental Research，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6，China 

Abstract：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simple and efficient method for plant regeneration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Lilium taliense Franch．Using the pseudo— bulblets as explants，the culture was 

conducted in vitro．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ropriate bud and callus induction medium was M S+ 0．5 

mg／LBA+0．1～O．5 mg／LNAA，the optimum proliferation medium was MS+0．5 mg／LBA+ 0．01～0．1 

mg／LNAA，and the proper bulblet growing and rooting induction medium was 1／4MS+ 6 sucrose+0．01 

mg／L NAA+10 mg／L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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