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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百合 (Lilium taliense 

Franch)为百合科百合属植物，多 

年生草本，为中国特有种。花白 

色，有紫色斑点，花被片反卷。一 

般百合花顶成总状花序，通常 1 
～

4朵，大理百合单株着花量多 

达 30~40朵，在百合中堪称出类 

拔萃。大理百合既可食用，也可 

观赏，同时还具有药用价值，它含 

多种活性多糖，具有镇静、消炎、 

抗疲劳、改善呼吸功能、增强机体 

免疫功能L1]。目前，绝大多数百 

合以鳞茎繁殖，不仅繁殖速度慢， 

而且影响百合的食用品质和观赏 

价值。采用百合组织培养快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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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理百合的鳞片切块为外植体，置于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 

基中培养，结果表明，诱导不定芽的培养基为MS+BA 1．0 mg／L+GA 1．0 

mg／L-I-NAA0．1 mg／L，不定芽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1．0 mg／I + 

NAA0．1 mg／I ，诱导不定芽结小鳞茎的培养基为MS+N从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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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利于大理百合的离体保存，可使其复壮，脱毒。关 

于百合的组织培养，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早 

的是Dobreaux等(1950)用纯白百合花蕾成功诱导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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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茎，随后Robb(1957)进行了两种百合鳞片组培研究。 

迄今，国内外组织培养成功的百合种及品种已超过数百 

个。现以大理百合的鳞片作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获得 

了小鳞茎和再生植株L2]。试验还通过瓶内结球技术，得 

到了围径约3 cm大小的小鳞茎，解决了百合试管苗过渡 

成活率低的问题。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加速批量繁殖 

小鳞茎，将其培植到适当大小，部分回到原产地栽植，还能 

寻找最适宜该种生长的环境，建立新的种群基地、保护区， 

同时还可对大理百合的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基础。 

害或突变。确定抗生素在培养基上是否有作用。使用 

时，常因需要而多种混合或交替使用。 

3．3．2 分生组织培养 主要是针对在植物内部寄主的 

病原菌。植株顶芽分生组织生长速度较快，一般没有病 

原菌的存在。所以由分生组织培养的再生植株可有效 

避免潜在性污染。 

3．3．3 利用培养基中高盐或高糖的浓度 在培养基中 

有一些高盐或高糖的浓度可抑制微生物生长，或使用单 

宁酸也可以达到抑制效果。 

3．3．4 利用水浸 在外植体处理过程中，用流水清洗植 

株并短时间浸没，以避免上面污染源的四处扩散。 

3．3．5 抽样检测 对培养植株进行定期抽样检测，将污 

染严重的个体去除。 

4 在组织培养过程各个阶段所应注意事项 

先做好一小批产品，再进人批量生产，最好每一单 

位为一瓶，使其各自为独立环境，在发生污染时所造成 

的伤害不大。在各培养阶段应注意以下事项。 

建立无菌体系：只要在外植体进瓶阶段，确保无菌 

体系的建立，在培养后期污染的来源就只是来自技术上 

的失误，容易进行控制。因此在外植体灭菌阶段要将病 

株丢除，选取幼嫩的组织是较好的选择。 

在初期培养过程中，发现的污染可能会蔓延整瓶培 

养基，所以必须及时发现、及时清除。 

在继代培养过程中，及时清除污染的植株，并重复 

分生组织的培养。 

在每次繁殖操作前需对每瓶培养材料进行仔细观 

察，根据污染的发生状况决定操作方法。必要时对培养 

材料进行取样检查。 

5 讨论 

在组织培养的过程中，上流的技术会影响到下流的 

产量，污染问题常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污染的有效控制，与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训练素 

质优良的员工和无菌体系的建立有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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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大理百合鳞茎鳞片。 

1．2 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 取大理百合鳞片，用自来水冲洗干 

净后，无菌条件下0．1 升汞溶液浸泡消毒 25～3O min， 

转入次氯酸钠消毒 15~20 min，无菌水冲洗 3遍。用无 

菌纸吸干材料上水分。在鳞片切口处去掉 2----3 mm后， 

接入含不同植物激素的培养基中，50 d后统计结果。 

1．2．2 不定芽的增殖 将诱导出的不定芽接入不同的 

培养基中增殖，30 d后统计结果。 

】．2．3 不定芽瓶内结小鳞茎 将不定芽接人结球培养 

基中培养小鳞茎，60 d后统计结果。 

l_2．4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 

的激素，pH 5．5～5．8(见表 1)，所有材料均在(254-1)。C 

下培养，每天光照 12 h，光照强度 1 500~2 000I X。 

表 1 培养基成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鳞茎鳞片不定芽的诱导和增殖 

上述 it5号培养基用于诱导和增殖培养基的筛 

选，诱导不定芽的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2号培 

养基为最适宜的诱导培养基。鳞片接种在 MS+BA 

1．0 rag／L+GA 1．0 rng／I +NAA 0．1 mg／L培养基上， 

两周左右的鳞茎鳞片颜色由白变绿，约3周时鳞茎鳞片 

腹面膨胀，鳞片切口处出现单个或排列成数个的白色小 

突起(新产生不定芽)，这些产生不定芽的鳞片可切割， 

置于MS附加不同浓度的激素培养基上增殖。 

表2 不同培养基对鳞片不定芽的诱导效果 

将鳞茎上的丛生芽切下接人培养基 1～5中，结果见 

表 3，从表3中可以看出，l号培养基为最适宜的增殖培养 

19O 

基。培养了20 d之后，丛生芽迅速伸长增殖，形成丛生苗， 

25~30 d后，丛生苗增殖2～3倍，苗高2．5～4锄 。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2．2 不定芽瓶内结小鳞茎 

为解决试管苗过渡成活率低的问题，研究采取了瓶 

内结球技术，试验了4种结球培养基，结果见表4，从表4 

中可以看出，8号培养基产生的小鳞茎最少，且围径较 

小；9号培养基产生的小鳞茎较少，且围径较小，7号培 

养基虽然产生的小鳞茎最多，但围径较小，且不易分割； 

6号培养基则为最适宜的结球培养基，小籽球围径在2～ 

4 cm之间，根系发达，且形成的小鳞茎较多。小籽球出 

瓶包装后经过约 3个月的贮藏，便可直接下地栽培，再 

通过田问种植，形成可作开花的商品鳞茎，大大缩短了 

种球培育时问。 

表4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形成鳞茎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研究了大理百合的离体培养和快速繁殖，其中 

诱导不定芽的培养基为 MS+BA 1．0 mg／L+GA 

1．0 m L+ 0．1 rag／L，不定芽增殖的最佳培养基 

为 MS+BA 1．0 mg／L+NAA 0．1 mg／L，诱导不定芽结 

小鳞茎的培养基为MS+NAA 1．0 mg／L。 

用鳞茎繁殖百合，周期长，一般长出小鳞茎需要3 a， 

由小鳞茎长成商品百合则需 5～6 a。不仅速度慢，而且 

过冬鳞茎不易保存。用组织培养法，不受季节限制，可全 

年培养，高速繁殖【3]。大理百合既可食用，又具有药用价 

值和观赏价值，在育种上也有其应用价值，研究筛选出了 

大理百合的最佳诱导培养基、增殖培养基和结球培养基， 

对大理百合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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