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竹；注意尽量齐地砍竹，伐后挖去老竹蔸或将竹蔸 

斩烂，加速其腐烂；挖蔸后要填土覆盖。 

青皮竹林经长期采伐利用，竹丛中根蔸重叠成 

堆，竹丛内部老残竹蔸充塞，蔸根扛出地面，使新竹生 

长数量愈来愈少，竹株愈长愈细，竹产量逐年下降，可 

采取两项技术措施进行更新复壮。 

5．1 伐残竹、挖老蔸 

在 5月份，砍除竹丛中所有生长不 良的细小残 

竹，挖除老、死竹头，疏松竹丛土壤。每一竹丛保留萌 

发力强、生长好的1 a生竹(子竹)8～10株，长势旺盛 

的2 a生竹(父竹)5～6株，组织老熟、在竹丛中起扶 

持新竹生长的 3a生竹(公竹)3～4株，共计 15～20 

株，使每丛竹 1 a生、2 a生和3 a生的立竹分别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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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数的50％、30％和20％作为竹林更新复壮的基础。 

加强对竹林的肥水管理，全面削山 1次，深度 15～20 

em，然后割青草覆盖竹丛蔸部，促进发笋成竹。 

5．2 控制出笋方向，进行定向培育 

根据广东省广宁县群众培育青皮竹的实践经验， 

通过采伐可阻止竹子向不适宜的方向出笋；也可通过 

除草松土、施肥引导竹子向适宜的方向出笋，使竹林 

不断得以更新和复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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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赤 桉 无 性 系 DH20 1组 培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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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摘 要 ：通过以MS改良后对尾赤桉无性系DH201的腋芽诱导、继代增殖、生根培养的试验，确定了尾赤桉无性系 

DH201组培生产的关键技术：(1)芽诱导：改良MS+6-BA 0．5 ms／L为最有效配方，出芽率高，成本低；(2)继代增 

殖：改良MS+6-BA 0．5 mg／L+KT 0．2 mg／L+NAA 0．05 mg／L为最佳配方，增殖倍数高；(3)生根培养：1／2改良 

MS+ABTl1．0 mr,／L+蔗糖2％为效果最优配方，生根率高达95％。 

关键词 ：尾赤桉；腋芽；组培技术 

桉树是世界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其用途非常广， 

木材除广泛用于建筑、矿山、车船和人造板工业外，还 

是重要的优质制浆造纸工业原料 ij。因此，近年来 

在市场机制的推动和政策的鼓励下，种植桉树速丰林 

正成为闽、粤、桂三省的一项新兴产业。目前已从南 

向北在高海拔、气温较低的地区发展，但因缺少优良 

耐寒品种，在广东北部、福建等地桉树常常受到冬季 

低温的冻害 “J。因此选择耐寒品种是当务之急。 

漳州市国有林场于2003年从广西东门林场引进尾赤 

桉无性系 DH20 1，其父本赤桉(Eucalyptus camaldulen— 

sis)，母本为尾叶桉(E．urophylla)，杂交后代为尾赤 

桉(E．camaldulensis×E．urophylla)。经试种耐寒能 

力强、生长速度快，适合较高海拔地区种植。桉树组 

培工厂化生产是速丰林健康苗木的绿色摇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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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当前速丰林发展的需要，漳州农科所于 

2004年开始进行尾赤桉无性系 DH201的组培技术研 

究，经过3 a的努力获得成功，已批量生产用于造林。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在国有林场尾赤桉无性系 DH201的林分中选取 

优良单株基部的萌芽条，经保鲜处理后带回漳州市农 

科所组培室。在萌芽条中选取长势旺盛，半木质化的 

带芽茎段，将带芽茎段的叶片去掉，只留少许叶柄，将 

所留的枝条用流水冲洗干净。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的酒精浸泡30s，用0．1％HgC1 溶液(加2～3滴 

的吐温 一80)消毒8～10 min，无菌水冲洗4～5次 。 

1．2 试验方法 

1．2．1 基本培养基 

根据欧阳磊、林彦等对邓恩桉芽器官离体诱导的 

经验，本次实验对基本培养基 MS进行改良[8 (以下 

简称改良MS)。改良 MS主要是对 MS的主要大量 

8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技  i=t发  

元素进行调整，而 MS的微量元素，铁盐和有机物则 

保持不变。大量元素的调整方法如下：调整铵态 N 

和硝态N的比例，减少CaC1 而补充ca(NO ) ，降低 

C1一和K 的含量而提高 P 、Cä 、Mg̈ 的含量。 

1．2．2 不定芽的诱导 

将已灭菌的外植体接种到诱导培养基，暗培养 

10 d后转入光培养。诱导培养基采用改良 MS，分别 

添加6-BA、KT、Z，各设了3个水平：0．1(单位 mg／L， 

以下单位同)、0．5、1．0，共 9个处理，每处理接种 50 

个芽茎段，试验重复 3次，统计出芽时间、出芽率，分 

析比较各处理的结果。 

1．2．3 丛生芽的继代培养 

以改良MS为基本培养基，所添加的6一BA、KT、 

NAA各设 3个水平。6一BA(0．1、0．5、1．0)，KT(0．1、 

0．2、0．3)，NAA(0．01、0．05、0．10)，进行 L9(3 )正交 

试验，共9个处理，每个处理接种 30个新芽。试验重 

复3次，25 d后统计增殖率，取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 

以确定最佳的继代培养基。 

1．2．4 生根培养 

选取粗壮、半木质化程度的小苗接人生根培养基 

中，生根培养基采用(1)基本培养基(1／3改良MS、1／2 

改良MS、改 良 MS)，(2)ABT1号 (0．1、0．5、1．0)， 

(3)蔗糖(2％、3％、4％)进行 L9(3 )正交试验，共 9 

个处理，每个处理接 100株，试验重复 3次。25 d后 

统计生根率，取平均值，进行数据分析，以寻求最佳的 

生根培养基。 

1．2．5 培养条件 

以上所用培养基均加 3％蔗糖(生根培养基除 

外)，0．7％ 的琼脂，pH5．8—6．4，培养温度(27± 

2)℃。每天光照 12 h，光照度为 1 2001x。 

1．2．6 室外移栽 

待生根苗长有 1—3条侧根时，将生根苗移至炼苗 

室进行适应性炼苗5—7d后，洗净根部培养基，移至装 

有红心土的薄膜营养袋中，观察植株的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的6一BA、KT、Z对尾赤桉不定芽诱导 

的影响 

将外植体接入上述 9种培养基中，培养 12 d后， 

部分外植体节间开始膨大。15—25 d后相继出现新 

芽。说明不同浓度的3种激素6-BA、KT、Z均可以诱 

导腋芽萌发，但不同浓度、不同种类激素对芽诱导的 

效果各不一样。从表 1可看出：(1)在 6一BA为 0．5 

时出芽率相对较高，有效芽(指叶片舒展，长势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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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继代培养的新芽)也较多，是不定芽诱导较适宜 

的浓度。(2)在添加 KT的培养基中，出芽时间较长， 

出芽率较低。它在芽诱导过程中切口先长愈伤组织 

后，才有新芽长出。(3)在添加 z的培养基中，相对于 

添加 6一BA和添加 KT的培养基而言，其出芽最快，出 

芽率最高，且出芽率随着 z浓度的提高而增加。但 

考虑到 z的价格比6-BA高得多，在生产过程中为了 

降低成本，选 6一BA0．5为好。 

表 1 不同浓度 6—BA、KT、Z对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注：样本数=接人数 一污染数；出芽时间为接种到腋芽萌发的天数。 

2．2 不同培养基对芽继代的影响 

从表 2可看出，9种处理都能使桉树获得较高的 

增殖率。再分别计算出极差值(R值)，得出各因素 

的主次顺序。直观上看出6-BA对继代的影响最大， 

而 NAA对桉树继代的影响较小。这说明在继代过程 

中，增殖的倍数取决于分裂素 6一BA，而生长素 NAA 

则和苗木的生长状况有关，加入适量的生长素可使苗 

木生长健壮，但过量的生长素则抑制苗木的生长。这 

也说明桉树在增殖过程中生长素的范围较窄 J。l(T 

对苗木增殖的影响最小。参考表 2的结果，A2B2C2 

为本试验获得的最佳继代配方，即改良MS+6一BA 0．5 

+KT0．2+NAA0．05。 

表2 不同 MS对继代的影响 

编号 。 (LC 
O．1 

O．1 

O．1 

O．5 

O．5 

O．5 

1．O 

1．O 

O．1 

O．2 

O．3 

O．1 

O．2 

O．3 

O．1 

O．2 

O．Ol 

O．O5 

O．1O 

O．O5 

O．1O 

O．Ol 

O．1O 

O．Ol 

2．45 

2．78 

2．6l 

3．69 

3．42 

3．2O 

2．3l 

3．3l 

1．0 0．3 0．O5 3．12 

土．}杖开|c 2007年第21卷第 2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3 不 同配 方对 生根 的影 响 

选取苗木健壮、木质化程度高的小苗接入到上述 

培养基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均能达到明显的生 

根效果。其生根率从70％到95％不等。由表 3的极 

差分析结果可看出：各因素影响生根的主次顺序依次 

为：基本培养基、蔗糖、ABT．。这说明当基本培养基 

中的大量元素和蔗糖的浓度偏高时会影响到其生根 

率。ABT对生根影响不大，加入 ABT。只会影响到生 

根的时间。根据表 3的选择，A2B3C1为最佳的生根 

培养基，即1／2改良MS+ABTl1．0+蔗糖2％。 

表3 不同 MS对生根的影响 

2．4 移栽管理 

将晒干的红心土粉碎后，装入7 cm×11 cm的薄 

膜营养袋内。然后用 0．1％的 KMnO 进行消毒。桉 

树小苗洗净后，移栽前先用 1 000倍的多菌灵浸泡根 

部 30 s，然后每袋移植 1株。移栽后浇透水，加盖薄 

膜保温并遮阴70％ 一90％。以后经常喷雾，保持相 

对湿度9o％左右，10 d后，可喷少许浓度很稀的复合 

肥溶液。生根苗在温室大棚培养 45 d后(冬天大约 

60 d)，苗木可长至 12 cm左右，且根系发育完全，此 

时将袋苗移至温室外进行适应性炼苗3—5 d，使桉树 

小苗嫩叶转为红色，便可用于造林。 

3 结论与讨论 

(1)尾赤桉无性系 DH201的芽诱导最佳配方：改 

良MS+6-BA0．5 mg／L出芽率可达 39％；继代增殖 

最有效配方：改良MS+6一BA0．5 mg／L+KT0．1 mg／L 

+NAA0．05 mg／L可实现高倍增殖；生根培养最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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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1／2改良配方+ABT，1．0+蔗糖 2％，其生根率高 

达 95％。 

(2)在不定芽诱导的过程中，添加 KT的培养基 

中切口处可诱导产生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可分化产生 

小芽。但通过该途径的组培苗变异大，而通过诱导腋 

芽产生不定芽的途径产生的组培苗性状稳定，不易发 

生变异。因此宜采用“以芽繁芽”的途径来生产组 

培苗。 

(3)在培养过程中，当气温下降时，叶表面很容 

易出现颗粒状的愈伤组织，此时应及时降低6一BA的 

浓度，并适当提高有机物的浓度，并采取适当的加热 

措施。 

(4)生根过程中，苗木的木质化程度与生根关系 

密切，粗壮、半木质化程度的小苗容易生根，根系质量 

好。因此在生根前采用壮苗培养基转培 30 d，可使苗 

木健壮，半木质化程度提高，能明显提高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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