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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叶花椒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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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椿叶花椒带腋芽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研究。结果表明：椿叶花椒 

初代愈伤组 织诱 导以 WPM+6一BA2．5mg·L +NAA2mg·L +IBAlmg·L 效果 最好 ；继代培养 采用 

WPM+6 BA0．2mg．L％IBA0．1mg·L +NAA0．1mg·L ，培养 30d，增殖在 5．6倍以上 ；生根培养 1／4Ms+I— 

BA0．5mg．L～。20d左右生根 ，平均根量 4．6条 ，生根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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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Sieb．et Z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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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s the caulis segment wit}l axillary bud of Zanthoxylumailanthoides Sieb．et Zuce as explants 

carried on the industrialized rapid elone propagation technology researeh．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lant ho卜 

mone combination of W PM+6一BA2．5mg·L一 +NAA2mg。L一 +IBAlmg。L～was good for callus induction，WPM+ 

6-BA0．2mg·L～+IBA0．1 mg·L +NAA0．1 mg。L～ was good for cultivation of young plant，culture 30d，the coef- 

ficient of reproduction was up to 5．6．1／4MS+IBA0．5mg。L～was best for rootage，average roots were 4．6 after 

culture 20d，rooting rate wa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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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叶花椒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Sieb．et Zuce．) 

为芳香科花椒属木本植物，分布于海拔 500～1500m的 

密林或湿润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台湾等省区，日本也有分布。椿叶花椒是一种典型的速 

生珍贵阔叶树种，落叶乔木，树干有乳凸锐刺，随树干 

长大而长大。果皮可作调料，种子可榨油，根、茎、叶、果 

皮、种子均可入药，是中国传统有效高价值中药，是经 

济价值较高的树种[】l。 

目前，椿叶花椒苗极少，大都采挖野生资源进行种 

植，无法满足当今椿叶花椒种植业的需求。生产上主要 

是以有性繁殖为主，造成品质退化，生长缓慢，株问整 

齐度差。而通过组培生产的苗木，生长迅速，林相整齐， 

有利于椿叶花椒的推广应用。关于花椒属植物的组织 

培养国内已有报道，如花椒[2I3】、日本花椒[41、朝仓花椒【 l 

和山椒网都有报道，但椿叶花椒的组织培养还只限于起 

步阶段[91。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椿叶花椒组织培养 

及快速繁殖技术进行了研究，以便为批量生产优 良椿 

叶花椒苗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缓解椿叶花椒种 

苗供需矛盾。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时间、地点 

试验于 2005年 9月至 2007年 7月在湖南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重点实验室进行。 

1．2材料来源与处理 

外植体来源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中南林学院) 

株洲校区经济林苗圃内1年生椿叶花椒的嫩梢，流水 

冲洗 30min，切割成带腋芽的小茎段，用70％酒精消毒 

30s，无菌水冲洗 2～3遍，再用升汞消毒 6min，无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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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 5～6遍，立即接种到培养基上。 

1-3培养基的制备 

初 代 诱 导 分 化 培 养 基 ：WPM+6一BA2．5mg· 

L。 +NAA2mg·L +IBAlmg·L +3％蔗糖 +0．8％琼脂； 

增殖 培养基 ：WPM+6一BA0．2mg·L +IBA0．1mg· 

L- +NAA0．1mg·L +3％蔗糖 +0．8％琼脂； 

生根培养基 ：1／4MS+IBA0．5mg／L+1．5％蔗糖 + 

0．8％琼脂。 

以上所有培养基 PH值均控制在 5．8—6．0，高压蒸 

汽灭菌 20min。 

1．4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为 23～26~C，采用日光灯培养，光照强 

度为 1 500~20001x，光照时数为 14h／d。 

2 结果与分析 

2．1基本培养基的选择 

外植体接种后经过 25～30d培养，获得无菌外植体 

f图 11以后，将外植体接种到 4种基本培养基(分别添 

加 6-BA2．5mg·L-l,NAA2mg·L ，IBAlmg·L- )上，进行 

芽的诱导，经过 30d的诱导培养，调查各培养基上的增 

殖芽数和芽的生长量 (表 1)。表 1结果表明：MS和 

WPM这 2种基本培养基比较适合椿叶花椒的生长， 

但是，在 MS培养基上，组培苗虽然生长速度比较好， 

但苗太细太弱，不利于下一步培养。所以，椿叶花椒选 

择 WPM 培养基，增殖倍数高，达到 116．7％，组培苗的 

图 1 初 代愈伤 组织诱 导 

表 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增殖率的影响 

生长状况最好，最高苗高达 3．5cm。 

2．2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无菌苗获得后，选取粗壮茎芽，切成 lcm左右的顶 

芽或者带腋芽的茎段，分别接种于附加不同细胞分裂 

素浓度配比的WPM培养基上做单因子试验(表 2)。 

培养 30d后，表 2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浓度为 

0．2mg·L- 时增殖最佳，增殖倍数达到 3．6，增殖芽最高 

为 3．5，且组培苗生长状况良好。在此基础上选取健壮 

组培苗分别接种于附加相同细胞分裂素 6-BA0．2mg· 

L 、不同生长素浓度水平的培养基上(表 3)。 

培养 30d后，表 3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与生长 

素的 比例为 1：1时的组合 ：WPM+6一BA0．2mg·L。+ 

IBAO．1mg·L +NAA0．1mg·L 为椿叶花椒增殖最佳培 

养基，增殖倍数达到 5．6，增殖芽最高为 5．5cm，且组培 

苗生长健壮(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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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势 良好的组培苗 

2．3生根培养和移栽 BA使用浓度对为椿叶花椒组培苗生根的生根率、平 

经继代培养 25～30d后，选取健壮组培茎芽(选择 均苗根数、平均根长都有促进作用，并都存在极显著 

标准为高 3．0cm 以上，粗 1．5mm 以上)，接种于附加 性差异。IBA浓度为 0．5～1．0mg·L- ，对椿叶花椒组培 

IBA不同浓度水平的 1／4MS生根培养基上，20d左右 苗生根的生根率影响最为显著，与其它浓度存在显著 

开始生根，1个月后调查6种培养基上的生根情况。 差异，并随浓度的升高而降低。经曲线回归分析，IBA 

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 4、表 5)：植物生长调节剂 I一 使用浓度与生根率之间呈抛物线分布规律，其回归方 

表 4 IBA不 同浓度对试管 苗生根的影响 

注：生根率LSDn o5=16．644，LSD㈣=22．554，平均苗根数 LSDn o5=0．631，LSD㈣=0．854，平均根长 LSD0
．
o5=0．244，LSD 1=0．331。 

表5 IBA不同浓度对试管苗生根的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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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培苗生根 

程为：y=66．686+102．578x一1l8．995x2+34．084x3 

本试验中 IBA浓度为 O．5mg·L 时为最佳生根浓 

度，生根率达到 95％，平均苗根数为 4．6，平均根长 

4．00cm，且组培苗生长健壮(图3)。 

将已生根的瓶苗从培养室内拿出，放在温室大棚 

内进行炼苗，加入少量水以保证苗木不失水分。炼苗 

3d后，用清水把根部的培养基洗净，再用百菌清或甲 

基托布津 1000倍液浸泡 2-5min，移栽到装有基质的 

穴盘中。基质采用①泥炭土：珍珠岩 (1：1)，②泥炭土： 

珍珠岩(1：2)，③圃地表土，④黄心土。每天检查温度和 

湿度，及时调查，根据土壤状况进行间歇补水，30d后 

测定成活率。试验结果表明：疏松且保水的圃地表土有 

利于椿叶花椒组培苗的移栽，且生长状况良好，成活率 

达 96％。 

3 讨论 

春季是植物生长旺盛的季节，选择春季采样，有利 

于无菌外植体的获得及组培苗的快速生长与分化。同 

时，春季也是细菌滋生的季节，因此初代培养时灭菌就 

比较难以控制，时间太长容易杀死外植体，太短又不足 

以杀死细菌以达到灭菌效果。椿叶花椒当年生的顶芽 

其木质化程度比较高，且外被硬刺，灭菌时难度稍大一 

点，采用低浓度的洗洁精溶液清洗外植体可以将无菌 

外植体的获得率提高。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浓度对椿叶花椒的诱导 

和分化有较大影响，IBA和 NAA是生长素，在组织培 

养中通常被用于促进细胞伸长生长和诱导细胞分裂。 

6-BA是细胞分裂素，用于促进细胞分裂与扩大，诱导 

芽的分化，当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例升高时，诱导 

芽的分化，这时细胞分裂素起主导作用[7I8】。本试验中 

IBA 以 0．1mg·L 、6 BA 以 0．2mg·L 、NAA 以 0．1mg· 

L 最有利 于芽的分化及愈伤组 织的诱导 ，因此 

WPM +6一BA0．2mg ·L～+IBA0．1 mg·L +NAA0．1 mg ·L 

激素组合最适合椿叶花椒芽的分化与生长，增殖芽最 

高达到了5．5cm，增殖倍数达到了5．6倍以上。 

IBA较适合椿叶花椒组培苗生根的诱导，当附加 

的IBA浓度低于 1．0mg／L时，生根率随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产生不定根的时问随浓度的增加而缩短。而当生 

长素的浓度高于 1．0mg／L后，生根率反而下降，同时产 

生的不定根出现畸形，基部的愈伤组织随使用浓度的 

增加呈过度生长的趋势，不利于以后的移栽。当生根培 

养基中生长素类生长调节剂 IBA的用量为 O．5mg／L 

时，生根培养效果较好。在这样的培养基上进行椿叶花 

椒的生根培养 ，20d左右就可诱导出可见的不定根 ， 

30～35d就可以进行移栽，生根率可达 95％。 

本试验在移栽过程中，幼嫩的组培苗有一种芳香 

族植物特殊的香味，所以较易招老鼠及虫害。本试验 

中，移栽时可以采用一次性塑料杯(杯底打洞)盛装基 

质并盖膜，40d后揭膜，此方法可以避免其香味的散发 

以防止虫鼠的攻击。另外本试验在生根培养时可以采 

用激素速沾的办法使其瓶外生根，试验已取得初步进 

展，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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