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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桉优良无性系组培及区域试验 

张梅坤 

(漳州市林业中心苗圃，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通过对巨桉 l1个优良无性系组培快繁研究，结果表明，巨桉外植体诱导以 B1为基本培养基添加激素 BA 0．4 mg· 

L 和 NAA 0．1～0．5 mg·L_。，诱导外植体最佳，诱导率可达 79％以上；丛芽苗增殖调节培养基中激素浓度和基本培养中 

N、P．K、Ca、Mg、Fe的浓度配比使其芽体健壮，加快繁殖速度；生根培养以 B2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ABT 0．5 mg·L-1+IBA 

0、1～0．5 mg·LI1生根率可达 80％以上；组培苗移栽基质选用泥炭土和竹炭肥，成活率达 90％以上。区域试验表明：巨桉 

是较理想的速生耐寒桉树树种，可耐寒 一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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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ssue culture and regional tests of excellent clones of Eucalyptus grandis 

ZHANG M ei．kun 

(Zhangzhou Forestry Central Nursery，Zhangzhou，Fujian 363000，China) 

Abstract．．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11 excellent clones of Eucalyptus grandis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The re— 

stilts showed the optimal explant induction medium was B1 supplemented with 0．4 mg。L～ BA and 0．1～0．5 mg。L～ NAA．and 

its induction rate was more than 79％ ．In the cluster bud propagation medium，the proper combination of hormones and N，P，K， 

Ca ，Mg，Fe concentration made the buds and shoots strong，and propagation quickly．The optimal rooting medium was B2 supple— 

mented with 0．5 mg·L_。ABT and 0．1～0．5 mg。L_。IBA．and its rooting rate could achieve 80％ ．The Soil medium for trans— 

plant was peat moss and bamboo charcoal fertilizer．its survival rate reached more than 90％ ．The regional tests indicated that Eu— 

calyptus grandis Was the ideal fast—growth and cold—tolerance species which could bear一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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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桉(Encalyptus grandis)为世界栽培面积最大的一种桉树，我国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引种，栽培 

面积逐年扩大，基于这一趋势，继续对巨桉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利用生物技术对其优良无性系快繁，以满 

足生产上的需求⋯。研究证明。无性系苗木保持了母本优良遗传品质，用无性系苗木造林具有单位面积 

产量高，林相整齐，便于经营等优点，对此，本项目在巨桉组培快繁的基础上，对已选育成功的优良家系和 

优良无性系开展了不同区域试验，以期为巨桉工厂化生产和营建桉树速生丰产林基地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巨桉外植体取自龙岩市林科所收集的优良巨桉母树萌发的穗条经扦插繁殖培育的无性系苗木，共 11 

个无性系。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消毒方法与培养条件 选取外植体时，于晴天选取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桉树植株，剪取半 

木质化的幼嫩枝条作为外植体，剪去叶片(留叶柄)，用加有少许洗洁精的水清洗 1～2次，再用流水冲洗干 

净，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0．1％的氯化汞消毒 4～6 min，并摇动数次，最后用无菌水清洗 4～5次，将已 

经消毒好的材料切成约2 cm长段，每段留 1～2个腋芽，然后斜插或垂直插在诱导芽的培养基上。培养条 

件：温度(25±1)℃，光强度 2 000～2 500 lx，培养时间 10～12 h·dI1[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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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诱导外植体与培养基选择 诱导培养基为 Bl，添加不同浓度BA和 NAA，采用单因素随机完全区 

组试验设计，每组合处理接种 30瓶，3次重复，培养30 d后统计分析适合诱导的不同激素水平 J。 

1．2．3 丛芽苗增殖培养 当丛芽苗长至 1 cm时，切取腋芽进行继代培养，在继代过程中，据丛芽生长情 

况调节培养基中激素浓度和大量元素中N、P、K、Ca、Mg、Fe的浓度配比，直至其适合继代的培育材料。增 

殖培养基分别添加浓度为 0．3 mg·I 一、0．5 mg·I 一、1．0 mg·L～、1．5 mg·L 的 6-BA；以及浓度为 0．1 

mg·I ～、0．3 mg·I ～、0．5 mg·I I1的NAA。每瓶 10个芽，每个处理 30瓶，重复 3次。 

1．2．4 生根培养 当丛生芽长至2 cm左右时，切 表1 诱导外植体不同激素组合 单位：mg·LI1 

下高 1．8 cm左右的嫩枝作为生根材料，接种在 B2 

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 ABT和 IBA，试验设 

计采用单因素随机完全区组，每组合接种 30瓶，3 

次重复，先在室内弱光条件下培养 10 d，发根率到 

50％时转入炼苗大棚自然散射光下培养 10～15 d， 

并以生根率和生根数进行结果分析，见表2。 

待生根小苗充分木质化，叶片舒展，叶色浓绿， 

苗茎紫红，茎轴伸长，苗高3 cin左右时即可进行移 

栽。移栽时倒出培养基，取出小苗，用水洗净残留在 

根上的培养基，并截去过长的根系，保留2～2．5 cin 

长，移栽于经0。2％高锰酸钾消毒过的营养袋中，淋透水，覆盖薄膜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并要避免阳光 

直射。 

1．2．5 区域试验 由龙岩市林业研究所等单位提供l1个巨桉新品系选放在福建省闽中南进行区域试 

验，通过物候、生长量、抗性等定位观测，经生长量、抗性等指标统计分析，提出巨桉适宜栽培范围。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诱导频率 

各无性系芽的诱导情况如表 3。从表中可以看出 P4、P5及 P6芽诱导频率较高，均在 79％以上，对不 

同无性系诱导频率均值为 83．35％、91．24％、89．02％。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性系间在不同激素组合下 

的芽诱导频率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不明显；不同激素组合处理对无性系的芽诱导频率差异明显，达极显著 

水平。 

表 3 各无性系在不同激素组合下的芽诱导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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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丛芽继代培养 

桉树组培苗有效茎高度 1．5 cm以上继代，调节不同激素浓度和基本培养基的 N、P、K、Ca、Mg、Fe的 

浓度对丛芽继代培养影响，其结果见表 5。 

表 5 6-BA和 NAA对茎芽生长分化的影响 

从表 5可知，6-BA和NAA对茎芽生长30 d增殖倍数为1．15～4．12倍，均值 2．63倍，即生长调节剂 

对茎芽生长均产生影响，其中6-BA 0．5 mg·L +NAA 0．3 mg·L 组合的茎芽平均高达2．0 cm，并且增 

殖倍数达2．81，符合要求，因此选择 B，+6-BA 0．5 mg·L +NAA 0．3 mg·L-1为巨桉的增殖培养基。 

2．3 生根培养 

各无性系生根情况如表 6，从表中可以看出，同一无性系中， 、R 及 R6的生根率均比其它培养基的 

生根率高。均值分别为 80．77％、83．11％、75．61％。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无性系与不同激素组合间差异均 

达极显著水平，见表 7。 

表 6 各无性系在不同激素组合下的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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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试管苗移栽 

待生根苗充分木质化后，以红心土、泥炭土和 

竹炭肥进行移栽，移栽 30 d后统计成活率，结果见 

表 8。从表中可知，选用竹炭肥为基质，长势好，成 

活率高达93％，红心土移栽成活率为89％，LSD多 

重比较表明，两者差异显著。 

2．5 区域试验 

表 8 不同基质对试管苗成活率比较 

宁德福鼎市白琳试验点桉树生长情况见表 9，从表中可知，巨桉 平均树高达 4．4 m(超过 DH32—29 

品种 20％)，平均地径达 6．34 cm(超过 DH32—29品种30％)。这 5个优良无性系较适应闽东地区造林。 

表9 福鼎市白琳试验点桉树生长情况 

*：栽植时间为 2004年 4月，调查时间为 2004年 12月 11日。 

南平延平区太平试验点桉树生长情况见表 10，从表中可知，巨桉 A3的高、径生长量均超过 DH32—29。 

表 1O 延平区太平试验林场桉树生长情况 

*：栽植时间为 2004年 4月，调查时间为 2004年 12月 29日。 

3 讨论 

1)从所使用的材料进行组培研究的情况来看，参试无性系材料的芽诱导频率均较高，说明使用龙岩市 

林科所改良的B 培养基进行巨桉芽诱导和增殖培养是可行的；使用龙岩市林科所改良的B2培养基进行 

生根培养，对大部分无性系来说还是有效的，都能有较高的生根率。 

2)通过攻关，选育出11个速生耐寒巨桉优良无性系，解决了组培快繁难题，其中芽诱导率在 85．5％ 

以上，生根率 80％以上。 

3)栽培试验表明，巨桉是较理想的速生耐寒桉树树种，在闽西北、闽东部分地区生长量超过DH32—29， 

且耐寒性可达 一4℃左右。在极端低温 一1～一4℃的区域，营建桉树速丰林基地以选择巨桉较适合。 

(下转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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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强等[ ]研究表明，20 mg·I I1和40 mg·I I1的多效唑处理后，花箭高度严重降低，影响了植株整 

体的美观。与本试验浓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经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试验材料中的供试蝴蝶兰品 

种不同，不同的品种对药剂的反应结果有差异；其次，灌根时的旅入剂量不同，旅用剂量是植物生长延缓剂 

施用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再次，处理时期和管理措施也存在区别。 

本试验证明，采用多效唑能有效抑制蝴蝶兰的花箭高度，延长花期，但处理后对蝴蝶兰生长产生的后 

续影响，以及不同浓度的多效唑残效期的长短是否有差异，及其作用机理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3．2 B。对蝴蝶兰花箭高度和花期的调控作用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Bq能有效抑制蝴蝶兰花箭高度，并且随着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也加强，但延迟花 

期 1～5 d，花径和花朵数略有减少，但影响不大，适当的浓度可调控花箭高度和花期，以达到预期效果。使 

用 Bq的适宜浓度为 1 000 mg·I -1左右，2500 mg·LI1和 5 000 mg·I -1处理对其抑制作用太强，使其观赏 

性下降。 

w．Y．T等[ ]试验结果显示，使用丁酰肼(2 500 mg·kg_。，5 000 mg·kg_。，7 500 mg·kgI1)分别浸泡 

蝴蝶兰小苗 5 s，可使其开花期比对照推迟 5～13 d，而喷施同样浓度的丁酰肼对花期的影响不大。这与本 

试验施加B。能使蝴蝶兰花期延迟是一致的。本试验证明，采用 B9能有效抑制蝴蝶兰的花箭高度，调节花 

期，但 Bq处理后对蝴蝶兰生长产生的后续影响，以及不同浓度的B。残效期的长短是否有差异，及其 B9调 

控作用机理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3．3 PBO对蝴蝶兰花箭高度和花期的调控作用 

本试验结果表明，采用PBO能有效调节蝴蝶兰的花箭高度，延长花期，使始花期提前 2～7 d，花径略 

有增大，使叶片增厚，叶色加深，适当的浓度可调控花箭高度和花期，以达到预期效果。综合考虑，PBO处 

理蝴蝶兰的最适宜浓度为2 000～5 000 mg·L_。，这个浓度范围能安全有效地控制蝴蝶兰花箭高度，延长 

花期，使其叶片增厚，从而提高蝴蝶兰的花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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