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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桐子茎段离体培养技术研究 

蒋泽平，梁珍海，刘根林 ，孙体如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南京211153) 

摘 要：山桐子是具有较高观赏树种和利用的树种。通过正交试验等方法对山桐子茎段组织培养外植 

体灭菌、玻璃苗预防、增殖培养、根诱导等关键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南京山桐子最佳取材时间 

为4月下旬，在引进 日本种源优 良母株上选取外植体，经过 0．1％HgCI2消毒 15s，灭菌成活率为 

76．7％：添加 3．5％的白砂糖和增加培养容器的透气性。能很好地预防玻璃苗的发生：改良MS附加 

TDZ、BA、NAA等植物生长调节刺可有效促进试管芽苗增殖和生长 ，其 中 TDZ0．05mg／L+BA1．5 

me,／L+NAA0．05 rng／L组合最适宜增殖与生长。增殖倍数达5．3。生长高度为2．7cm；适宜的生根培养基 

为 1／2MS+IBA0．5 meCL+NAA0．3 mg／L+LH100 mg／L+S2％，生根率可达 87％；经生根的试管苗移栽于 

蛭石(V)：珍珠岩(V)：泥炭(V)=6：3：1的混合基 质 ，控制 温度 2 30℃ 。相对湿度 85％~90％，保湿 

15~20d。其间适当遮荫．30d后成活率迭 85％以上。 

关键词：山桐子；组织培养；玻璃苗：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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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Segment Culture In Vitro of Idesia polycarpa Maxim． 

Jiang Zeping，Liang Zhenhai，Liu Genlin，Sun Tim 

(Jiangsu Academy of Forestry，Nanjing 211153) 

Abstract：Idesia polyearpa Maxim．is an plant with highly appreciative and useful value．This experiment 

concerning Idesia poZycarpa Maxim．segment culture in vitro was committed on the explant sterilization， 

shoot vitrification control，shoot multiplication and root induc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1)as for the 

one-year-old mother tree acclimated at Nanjing，Jiangsu Province，formerly introduced from Japan，the 

latter of April WaS optimal time in explant collection．After O．1％ HgC12 sterilization for 1 5s，the explants 

suifful for the forthcoming cuhure accounted up to 76．7％；f2)addition of 3．5％sugar and air-permeation 

improvement to cuhure containers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l shoot vitrification；(3)the modified MS media 

supplemented with TDZ，BA and NAA could ameliorate the culture multiplication and growth，among which 

the combination of 0．05mg／L TDZ + 1．5 ms／i BA +O．05 mg／NAAL was optima1．with the multiplication 

time up to 5．3 and growth height up to 2．7cm；(4)the rooting medium，i．e．1／2MS+0．5 ms／L IBA+0．3 

ms／L NAA+100 mg／L LH+2％S was optimised，with rooting percentage up to 87％；(5)the root—devel— 

oped plantlets transplanted in the substrate mixed with vermiculite，perlite and peat(volumn ratio of 6：3：1) 

at 20~30~C，relative humidity of 85％-90％ forl5~20d，favorably shaded，could get over 85％ survival after 

30d． 

Key words：Idesia polyearpa Maxim，Tissue culture，Vitreous shoots，Rapid micro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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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桐子 si口polycarpa Maxim．)是大风子科山桐 

子属的落叶乔木，树高达20m。树皮灰白色，树干通 

直。果实成串下挂似葡萄，入秋后红艳夺目，是优良的 

绿化观赏树种；种子含油率高达23．4％，其油为半干性 

油，可代替桐油，又是经济价值很高的树种【--。但山桐 

子种子发芽率低，有性繁殖能力差，扦插成活率不 

高 。从日本引进优良种源的山桐子中，经过初选获 

得的优良单株，用组培的方法繁殖，将保持原植株的优 

良性状。笔者对山桐子茎段组织培养中的外植体灭菌、 

玻璃苗预防、增殖培养、根诱导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探 

索，试图加快优良性状山桐予的繁殖和推广。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于2005--2006年在南京进行。母株来自于日 

本引进经初选的优良单株。 

1．2外植体灭菌 

将洗净的外植体用 75％的乙醇溶液浸泡杀菌 

30s，无菌水冲洗2～3次，然后置于消毒液中。消毒液 

分别采用 Al(17％H2o2)、A2(0．I％HgC12)、A3[1O％Ca 

(C10)~，消毒时间分别采用 B。(5s)、B2(10s)、B3(15s)和 

对照，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表面消毒后用无菌水冲洗 

3~4次，沥干水后迅速将带腋芽的茎段接到诱导培养 

基中，每瓶接一个，每次30瓶，每组重复三次，15天后 

统计污染率、死亡率和成活率。 

1．3植物生长调节荆正交培养试验 

待诱导出的不定芽长至2cm左右，切下接入增殖 

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增殖以改良MS为基本培养 

基，选定 TDZ(0．02，0．05，0．08)mg／L、BA(1．0，1．5，2．0、 

mg／L、NAA(0．05，0．1，0．2)mg／L 3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进行L9(39正交试 5】，接种培养35d时观测试管芽苗 

增殖倍数和芽苗生长高度。 

1．4玻璃苗预 防处理 

在不同浓度的白砂糖处理预防山桐子试管苗玻璃 

化试验中，白砂糖的浓度分别为3％、3．5％、4％、4．5％ 

四个浓度梯度：在增加培养容器的透气性对试管苗玻 

璃化影响的试验中，采用透气封口膜(北京振泰园艺设 

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4孔(12cm~12cm)与封闭 

封口膜为材料进行培养，具体试验为：处理 I：三角瓶 

封闭式封口材料；处理II：三角瓶透气式封口材料。上 

述试验培养基均为改良MS(Murashige and Skoog． 

1962)+TDZ0．02 me,／。卜BA 1．0 mg／L+NAA 0．2mg／L，琼 

脂(福建省石狮市狮头琼脂有限公司出品)用量0．65％， 

pH5．8。 

1．5生根培养 

芽苗生根培养基配比试验方法是将生长健壮的山 

桐子芽苗，接种在 1／2MS附加不同浓度的生长素 

NAA，IBA，以及不同浓度水解乳蛋白(LH)配比的培养 

基上，进行生根培养。采用正交试验设计 (34)的方 

案【5】，观察根的分化过程，调查生根数，根长，生根率等 

指标，选择最佳生根培养基。每处理30瓶，每瓶5个芽 

苗。 

1．6组培苗移栽管理 

试管苗移栽试验方法是将已生根的试管小苗，移 

栽于蛭石(v)：珍珠岩(v)：泥炭(V)=6 3：1，6 8 3，4： 

3 0三种混合基质中，控制环境温度25～30'0，相对湿 

度 85％～90％，保湿、遮荫 15~20d，35d后统计成活率。 

上述除有说明外，所有培养基均加入3％的白砂 

糖和 0．65％卡拉胶，pH值为 5．8，培养室温度白天为 

25-30~C，夜晚为15~20~C，光照强度 1500~2000 Ix，光 

照时间 12h／d。 

表 l不同药剂和不同消毒时间外植体灭菌结果 

2结果与分析 

2．1山桐子外植体消毒方法的筛选 

不同药剂和不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灭菌试验结 

果表明(见表 1)：不同处理问、不同消毒剂、不同消毒 

时间及不同消毒药剂与不同消毒时间的灭菌效果差异 

显著。说明山桐子外植体灭菌应考虑消毒的时间和消 

毒的药剂才有助于提高成活率。本试验以A2B 处理效 

果最好，即O．1％HgC1：消毒 15s的成活率达76．7％。 

2．2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组合对山桐子试管芽苗生长 

的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组合对山桐子试管芽苗生长 

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 2)表明，TDZ与 B A浓度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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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芽苗增殖主要因予，由极差数据分析得知，TDZ的 

作用最大，其极差值为 2．1，其次为 BA，影响最小的是 

NAA。组合6的芽苗增殖与生长效果最好，增殖倍数 

达5．3，生长高度为2．7cm，且芽苗生长较壮；组合7和 

组合 8，芽苗增殖倍数虽有小幅增加，但其芽苗生长高 

度大大下降，更为不利的是芽苗生长弱，叶片稀少、皱 

缩，叶形不正常，茎细弱，甚至出现烂心、玻璃苗现象。 

所以，山桐子芽苗增殖最佳组合为改良MS+BA2． 

0mg／L+TDZ0．05 mg／L+NAA O．05m +白砂糖3％。 

2_3 山桐子玻璃苗预防处理 

不同浓度的白砂糖对山桐子试管苗玻璃化及其生 

长的影响(见表 3)可看出，当白砂糖的浓度在3％,--4． 

表 2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试验结果表 

5％范围内，玻璃化苗发生的频率随浓度的增加而显著 

降低，且各处理间的差异显著。其中处理 l即白砂糖的 

浓度为3％时，玻璃化苗率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可以 

看出白砂糖浓度是影响玻璃化苗发生的重要因素，较 

高浓度的处理可减少玻璃化的发生，处理2、3、4差异 

不显著而且生长情况类似，故可选白砂糖3．5％作为继 

代培养适宜的浓度，采用处理2较为经济。 

培养容器内的湿度和透光率等因素直接影响试管 

芽苗的生长，封口材料透气性不同造成培养物所处的 

微环境差异。通过试验发现：处理 I玻璃化苗率为 

17．33％，处理II为5．36％。说明处于封闭状态下，容器 

内部微环境湿度大，气体缺乏交换，不利试管苗的健壮 

生长，容器内生长的芽苗细弱，叶色浅。用透气膜为封 

口材料，由于具有良好的透气性，降低了微环境中的湿 

表 3不同白砂糖浓度对山桐子组培苗玻璃化囊其生长的影响 

度，利于试管芽苗呼吸交换，容器内生长的芽苗，叶色 

浓绿、健壮。 

2．4山桐子试管芽苗生根培养基筛选 

将经壮苗培养长至高为2~3cm的山桐子试管芽 

苗，接入生根培养基试验，生根培养 lOd后，基部出现 

愈伤组织，13d后可见基部分化出许多根点，18d后则 

生长白色小根，30d后统计结果并直观分析，结果见表 

4。 

从表 4结果表明，对山桐子生根影响最大的是 

IBA，其次是NAA，LH的浓度。配方5与配方6的生 

表 4山桐子生根正交试验结果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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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弱 

较粗 

粗壮 

较粗 

细弱 

细弱 

细弱 

根率分别达到87％$D 82％，但从平均根长和平均根数 

来看，配方5(1／2MS+IBA0．5 mg／L+N ．3 mg／L+ 

LHIO0 mg门L+白砂糖2％)为最佳生根培养基。 

2．5 山桐子组培苗的移栽 

移栽试验结果表明，在相同条件下，基质对山桐子 

试管苗移栽成活有影响。在成活所需时间，成活率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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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三种基质对山桐子试管苗移栽成活的影响 

组合 黼  咖  

25 

29 

32 

85 

72 

64 

明显差异。蛭石(V)珍珠岩 (V)棍炭(V)=6 3：1，成 

活所需时间25d，成活率到85％，为最佳配比的混合基 

质。 

3小结 

3．1在组织培养中，接种污染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启动 

培养的进度。此项试验中，即0．1％HgC12消毒 15s的成 

活率达76．7％。实践中先将需接种的材料置于温室内 

培养2周左右，每隔3～5天喷施一次杀菌剂，可有效 

降低接种污染率。 

3．2增殖培养试验结果认为：山桐子芽苗增殖最佳组 

合为改 良MS+BA2．0mg／L+TDZ0．05 mg／L+NAA 

O．05mg／L+白砂糖 3％。 

3．3糖对试管芽苗的作用，主要为其生长提供碳源和 

调节渗透势，作为ATP的供给者，糖对离体培养物的 

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试验中发现提高白砂糖的浓度对 

控制玻璃化有促进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抑制玻璃化的 

发生，过高的白砂糖浓度会抑制试管芽苗的生长，说明 

玻璃化的发生不光是能量的不足，可能与代谢紊乱有 

关。通过不同封口材料培养试验表明，试管芽苗生长效 

果的差异是由于透气状况不同引起的。其原因与较高 

浓度的细胞分裂素类物质导致玻璃化原因类似，可能 

封闭状况下，较高浓度的BA加快了试管苗生长速度， 

芽苗呼吸作用大大增强，需要在培养的微环境中进行 

气体交换(水蒸汽、氧气、二氧化碳、乙烯等)[6-s]。在封 

闭状况下，容器内外气体得不到有效的交换，无法满足 

试管芽苗生长需求，导致玻璃化。采用透气类型的封口 

膜，改善了通气状况，促进了呼吸，使ATP供给较为丰 

富，满足了芽苗对ATP以及呼吸代谢产物的要求，试 

管植株生长健壮。 

3．4生根培养试验结果表明，对山桐子生根影响最大 

的是IBA，其次是NAA，LH的浓度 平均根长和平均 

根数来看，1／2MS+IBA0．5 mg／L+NAA0-3 mg／L+ 

LH100 mg／L+白砂糖2％为最佳生根培养基。 

3．5山桐子组培苗移栽基质以V(蛭石)：V(珍珠岩)： 

V(泥炭)=6：3：1较好。温度控制在2O~25℃之间，湿度 

在移栽前后3~5天控制在 95％以上，一周后控制在 

85％一95％左右，2O天即可成活，成活率达 8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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