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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桉组织培养及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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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福建 福州 350012) 

摘要：巨桉是造纸和人造板的良好材料，其组织培养微繁殖体系已经研究成功。取优树主干基部萌芽或扦插苗 1～1．5 am 

长的茎段做为外植体，外植体和增殖培养在附加有BAP和NAA的Mw培养基上进行。培养条件为26±2℃，日光灯光照 

10 h·d_。。增殖培养采用 BAP 0．1—0．5 mg·LI1和 NAA 0．01～0．1 mg·L～。离体的茎芽适合在 B2附加0．5 mg·LI1IBA 

生根。小苗移栽红心土上，在简易温室成活率高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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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issue Culture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Eucalyptus grandis 

CHEN Bi-hua。LI Qian-zhen，WU Li-jun，WENG Qiwyuan，WANG Zhi-jie，CHEN Da，HONG Zhi-meng 

(Fufian Academy ofForestrySciences，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A mieropropag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for Eucalyptus grandis Hill ex Maiden。which is widely used for pulp and arti— 

ficial boards．Shoots of 1～1．5 cm long from the base of plus tree trunks or cutting seedlings served as explants．The explants and 

shoot multiplication cultures were cultured on MW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combinations of BAP and NAA．Cultures were 

maintained at 26±2℃ and exposed to 10一h photoperiods of cool-white fluorescent light．Shoot multiplication cultures were main— 

rained by BAP at 0．1-0．5 mg·L—l and combined with 0．01--0．i mg·L～ NAA．In．vitro-produced shoots were suitable to root 

on 0．5 mg·L～ IBA supplemented to medium 132．Plantlets survived in red soil and exhibited high survivability more than 93％) 

under simple greenhouse conditions． 

Key words：Eucalyptus grandis Hill ex Maiden；tissue culture；In vitro；shoot multiplication；rooting culture 

桉树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木本植物之一，不仅被广泛地应用子建筑、矿井、造船、卡车、家具和人造板 

工业，而且是良好的造纸工业原料。巨桉属于桃金娘科桉属，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可以抵抗 一4 

一 一 5℃的低温[ 。1999年冬季的低温天气给永林集团等地的尾巨桉带来严重的冻害，因此，该项目得到 

福建省林业厅的高度重视。本研究利用幼嫩组织离体培养的优点，采用扦插苗或幼树茎干基部萌芽条作 

为诱导材料，外植体取其茎尖或腋芽，直接利用以芽繁芽方式繁殖 J。 

1 材料和方法 

1．1 外植体灭菌 

本研究所用的外植体来源于永林集团和华安县林业局。外植体采自优树扦插苗或优树茎干基部萌芽 

条，并剪除叶片。1～1．5 am长外植体经70％～75％酒精消毒 30～60 s后，转入每 100 ml附加2滴 

Tween 20的O．1％HgC12中消毒，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 

1．2 离体条件下外植体诱导 

经过消毒的外植体每个分别垂直插在250 ml的沙茶瓶里，每瓶装25 ml的培养基。培养基包括：① 

基本培养基(Ms，White。改良White)；②BA(0．5，1．0，1．5)；③NAA(0．1，0．2，0．4)。所有生长调节剂单位 

是mg·I -1(下同)。试验应用正交设计 1 (3 )。每处理50个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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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培养基填加30 g·LI1白糖(广西龙安南华糖业有限公司生产)，琼脂6．5 g·LI1(福建惠安化 

工厂生产)。pH值调整到 5．8。培养条件：35 d，26±2℃，每天 日光灯光照 10 h，光照度 0～1 000 lux。 

1．3 茎芽诱导 

外植体诱导的芽转入250 ml沙茶瓶，半透明塑料盖封FI，每瓶装培养基25 ml，每瓶5丛。 

培养基：①基本培养基：MS，1／2 MS，White，改 良White；②BA：0．1，0．5。1．0；③NAA：0．05，0．01， 

0．1。采用正交试验设计Lt6(4 )，每处理50丛芽。 

上述所有培养基均附加30 g·I I1白糖，琼脂 6．5 g-I ～。pH值调整为 5．8。培养条件：30 d，26± 

2℃，每天 10 h日光灯光照，光强2 000—3 000 lux。观测茎芽形成指数和生长活力。 

1．4 茎芽生根和小苗移栽 

当茎芽生长达到 1．5～2．0 em长时，转入生根培养，每个 250 ml山茶瓶装有25 ml生根培养基。每瓶 

10个茎芽。每处理 10瓶。 

生根培养基：①基本培养基用改良MS；⑦ABT1号生根粉(中国林科院生产)：0．1，0．5，1．0；③IBA： 

0．1，0．5，1．0；④NAA：0．1，0．5，1．0。 

上述所有培养基填加 15 g·LI1白糖，琼脂6．5 g·L～，pH值 5．8。培养 30 d，26±2℃，每天日光灯光 

照 10 h，光强 3 000～6 000 lux。观察内容包括生根率，平均根数，平均根长和生长活力。 

小苗移栽于8 em×12 em塑料袋，14 d内覆盖塑料薄膜。期间小苗慢慢得到驯化而逐渐适应外界环 

境。第 1周，每天给小苗喷雾4--6次，保持薄膜内较高的相对湿度。第8--21 d塑料薄膜逐渐打开，每天 

打开几个小时，最后全部打开。苗木在苗圃锻炼完全适应，最后在全光下炼苗。当苗木达到15--25 em高 

时即可以出圃造林。 

2 试验结果 

2．1 离体外植体诱导 

经过培养基筛选后，外植体培养都在改良MW培养基[制。采用上述的消毒方法，结果见表 1。 

衰 1 不同无性系外植体污染率 

2．2 基本培养基的对比 

MS和 White培养基从参考书查得[5]。改良White培养基简称为 MW。(见表 2t6]) 

表2 不同培养基大量元素的对比 单位：mg·L一 

2．3 芽的增殖 

12种培养基用于检验基本培养基和生长调节剂的影响，试图建立巨桉微繁体系。试验目的在于从单 

芽或丛生芽获得理想的增殖芽。4种不同基本培养基、3种不同浓度水平的BAP以及 3种不同浓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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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AA。按照正交试验设计表 I圳(6，1*3，6)【 进行设计。30 d后进行统计分析(表 3)。 

表3 基本培井基、BAP and NAA浓度对巨桉芽增殖的影响 

试验号 培养基 BAP／mg·L一 NAAfmg·L一 茎芽形成指数 平均芽长／cm 芽生长活力 

1 MS 0．1 0．1 2．1 1．3 

2 MS 0．5 0．01 1．8 1．7 

3 MS 1．0 0．05 2．6 1．5 

4 t／2MS 0．t 0．05 1．2 1．4 

5 112MS 0．5 0．1 1．1 t．4 

6 t／2MS 1．0 0．01 1．5 1．t 

7 W hite 0．1 0．01 1．3 1．7 

8 W hite O．5 O．O5 1．4 1．6 

9 White 1．0 0．t 1．9 1．4 

10 MW 0．1 0．01 1．7 2．1 

11 MW 0．5 0．05 2．5 1．9 

12 MW 1．0 0．1 2．8 1．5 

不正常叶片 

不正常叶片 

不正常叶片 

不正常叶片；芽弱 

不正常叶片；芽弱 

不正常叶片；芽弱 

不正常叶片；芽弱 

不正常叶片；芽弱 

不正常叶片；芽弱 

绿色伸展叶片；健壮芽 

绿色伸展叶片；健壮芽 

绿色伸展叶片；健壮芽 

通过上述试验的差异分析，细胞分裂索浓度对茎芽长度、芽数和芽生长活力影响显著。基本培养基 

MW适合巨桉的芽增殖。为了获得又长又高的茎芽。选择BAP 0．5 mg-L-1和NAA 0．05 mg·I I1组合为 

佳。在特定范围内，芽数随细胞分裂索的增加而增加。虽然试验11的茎芽比试验10的矮一些，但芽数明 

显较多。在高浓度情况下，如试验 12，BAP 1．0 mg·LI1比BAP 0．5或 0．1 mg·I I1所产生的芽要多，但平 

均芽长却相反。 

该试验利用茎段或腋芽作为外植体，没有出现长根现象。在工厂化育苗过程中。随代数增加，造成茎 

芽中激素累聚。应该调节BAP和NAA的浓度。BAP为0．1～0．5 mg·I 一，NAA为0．01～0．1 mg·L一。 

生产过程中最高茎芽形成指数达到4．0。 

2．4 茎芽的生根和植株的形成 

取 1．5～2．5 cm长的茎芽用于生根试验。基本培养基B2[ ]附加 ABT1生根粉(中国林科院生产)、 

IBA和NAA分别取0．1 mg-L～、0．5 mg·L～、1．0 mg·LI1浓度作试验。7 d后可见根原始体，14 d内可 

见1-2 cm长的根系。然后生根苗转入荷兰进I：i的玻璃温室进行炼苗。茎芽生根率随生根剂种类及其浓 

度不同而不同(表4)。 表4不同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对生根培养的影响 

将茎芽转入生根培养基 28 d后。观察表明： 

IBA 0．5 mg-L-1是适合生根培养的，根系生长良 

好。ABT1其次。NAA根系较弱。高浓度的 

ABT1、IBA或 NAA抑制根的扩展，即使根条数较 

多，不适宜工厂化育苗。在 2003年和 2004年，本 

试验直接或间接提供造林苗木几十万株。 

组培苗移栽在红心土上，成活率超过 93％。 

小苗在简易温室中生长正常。没发现表形变异现 

象。 

3 结论 

总之，通过茎诱导已建立了巨桉工厂化微繁体系。该方法提供了连续不断的、无菌的、实用的扩繁方 

法，也为其它植物扩繁提供了技术依据。 

Mw培养基附加BA和NAA能够有效地诱导和促进芽的增殖以及维持继代材料。B2 (下转第79页) 

一̈=三 ̈ ∽ 

稔

一  ̈一 一 ：2 褐知 凇 一̈ 一制一一一一姒 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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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陈洪国：四种常绿植物蒸腾速率、净光合速率的El变化及对环境的影响 ．79． 

率随光照的加强、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到中午前后达到峰值，下午随光照强度和气温的降低而降低，故呈单 

峰曲线。比较4种常绿植物的蒸腾速率的峰值和日平均值，珊瑚树>海桐>桂花>大叶黄杨，并不与4种 

植物叶片的组织水高低一致，但与自由水的高低顺序较为一致，表明植物组织中自由水的含量越高，水分 

散失越快，蒸腾速率也越高。 

虽然4种植物的蒸腾速率日变化为单峰曲线，但4种常绿植物的净光合速率仍然为双峰曲线，可能与 

中午温度过高有关，温度过高，与光合作用有关的各种酶的活性下降，导致光合速率也降低[5]。4种植物 

的净光合速率的峰值和日均值以海桐为最高，其次为珊瑚树，大叶黄杨最低。与光合色素中总叶绿素及叶 

绿素a含量高低一致，并且与4种植物对光照的响应有关，海桐的光补偿点低，而光饱和点高。表明海桐既 

能适应较低的光照，又能适应较高的光照，故光合能力较强。 

植物对环境的调节作用，既受到植物的生理特性、植物树冠、叶片的形态结构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 

还受到大气中光照、温度、风等外因的影响。4种常绿植物冠内温度与大气比较，以海桐差异最大，大叶黄 

杨几乎没有差异，主要与树冠的形态结构有关，海桐枝叶浓密，树冠表面积大，光线不易直射到树冠内，故 

温度比大气中低；大叶黄杨枝叶稀疏，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几乎与大气中没有差异，4种植物树冠外 

围的湿度和cO2含量均与大气中的湿度和COl含量里显著差异，湿度的大小和cO2浓度高低与植物蒸腾 

速率和净光合速率关系密切，蒸腾速率强，树冠外围的湿度高，净光合速率高，释放出的氧气就多，co2的 

相对含量就低。就吸尘能力来讲，海桐的叶片小且光滑平整，不易吸收灰尘，吸尘能力差，而珊瑚树叶片 

大，成“V”形，吸尘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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