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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杨酸在观赏百合试管培养中对鳞茎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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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农林系，青海 西宁 810016) 

摘 要：本文探讨了水杨酸在观赏百合试管培养中对鳞茎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 sA在 0．05—1．0mg／L的浓度范围内， 

能显著提高试管鳞茎的数量．在培养基中加入 sA，对百合鳞茎的膨大无明显作用，但具有调节试管鳞茎同期发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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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 brownii L．)属百合科百合属，是 

世界著名的一种切花．由于它的花形花色各异，清 

雅脱俗，芳香宜人．在国内外市场上需求量很大， 

其种苗供不应求．为了增加百合的数量，采用组织 

培养的方法进行扩繁，但试管苗移栽驯化要求严 

格，且成活率低，试管鳞茎因其对环境适应性广、 

便于贮运而成为一种有前途的与大田生产衔接的 

方式ll|2J．因此如何提高百合试管鳞茎的形成，成 

为试管苗生产的重要条件．水杨酸(Salicylic Acid， 

SA)是一类由植物产生的酚类物质．大量研究发 

现，外源水杨酸能影响植物多种生理过程，如蒸腾 

作用、气孔关闭、种子萌发、果实成熟、开花、植物 

产热、植物抗病等l ， ， ．SA是否影响离体条件下 

百合试管苗鳞茎的诱导与发育，国内尚未见报道． 

本试验着重探讨在不同 sA浓度下，百合试管苗 

鳞茎形成的影响，以期获得适于观赏百合试管鳞 

茎形成的最佳培养基 ． 

1 材料方法 

1．1 材料 

以观赏百合茎尖为外植体进行初代培养形成 

的具有丛生芽的无根试管苗，将其剪成带有一个 

芽、高为4—5cm、芽粗为0．3cm的切段作为培养 

材料． 

1．2 方法 

1，2．1 培养基 

试管苗生长培养基为 MS+3O L蔗糖 + 

1．Om A+NAA0．5mg／L+6．5g／L琼脂．SA处 

理试管苗是以试管苗生长培养基为对照，分别附 

加 0．05、0．1、0．5、1．0、1．5、2．0mg／L的 SA，pI-I5．8． 

1．2．2 试验 方 法 

在每 sA处理的培养基中，每瓶接 3个材料， 

每个处理 6瓶，重复两次．在湿度为 70％一80％， 

光照 2000—30001x，10—12h／d，25℃ ±2~C条件下 

培养，每隔 10d统计鳞茎生长情况，50d后统计每 

瓶鳞茎个数、单鳞茎直径． 

2 结果与分析 

2．1 SA对试管苗鳞茎数量的影晌 

由表 1可见，SA在 0．05—1．0mg／L浓度范围 

内，鳞茎诱导率显著提高，鳞茎数量增加明显，显 

著高于对照．其中，sA在 0．05—0．5mg／L浓度范 

围内，随浓度升高，试管鳞茎数量递增，在 0．5mg／ 

L浓度时，试管鳞茎的数量达到最大，平均单瓶鳞 

茎数为 12．1个．SA浓度为 1．5mg／L时，鳞茎数量 

下降，低于对照． 

2．2 SA对试管苗鳞茎直径的影响 

由表 1可知，sA诱导下形成的试管鳞茎，其 

直径较对照变化不大，没有显著差异 ．但在试管中 

加人 sA，形成的鳞茎的大小比较均匀． 

2．3 SA对试管苗鳞茎生长速度的影响 

表2可见，SA具有调节百合试管鳞茎同期发 

育的作用．当诱导培养基中加人 sA时，试管鳞茎 

的形成时间集中在接种后10—30d，在sA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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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A对试管鳞茎数量和直径的影响 

O．05—1．0mg／L的范围内时，试管鳞茎的形成的 

速度快，以 sA的浓度为 0．5rng／L时，试管鳞茎的 

形成速度最快，平均每 10d产生 4．85个鳞茎．当 

sA的浓度超过 1．0mg／L时，鳞茎虽然形成的时间 

集中，但形成数量减少． 

表 2 SA对试管苗鳞茎生长速度的影响 

10d 2Od 3Od 40d 5Od 

副球磨 ＼ ＼ 

on学，L 1．1 3．2 4．7 5．1 6．1 

0．05mg／L 1．2 5．O 8．2 8．5 8．5 

0．1 rng,／L 1．7 6．1 1O．1 10．4 10．5 

0．5mg／L 2．1 6．7 l1．8 12．O 12．1 

1．on学，L 1．3 4．6 8．4 8．6 8．7 

1．5rng,／L 1．1 3．4 5．5 5．8 5．9 

2．on学，L 1．0 3．0 4．9 5．0 5．2 

3 小结 

3．1 当 sA浓度在 0．05—1．0mg／L的浓度范围 

内。能显著提高试管鳞茎的数量 

说明适量浓度的 SA具有诱导百合鳞茎形成 

的作用．以sA的浓度为 0．5rng／L时，对百合鳞茎 

的诱导效果最好，形成的鳞茎数量最多．这一结果 

与熊正琴等[ ]和李春香等[ ]的水杨酸促进大蒜试 

管鳞茎的形成实验及 Koda[ 、韩德俊等[0]发现 sA 

能诱导马铃薯形成块茎的实验结果一致，因此认 

为sA对百合鳞茎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3．2 在培养基中加入 sA。对百合鳞茎的膨大无 

明显作用 

因为有研究表明，sA增加了根的细胞质膜透 

性，从而抑制了钾和磷等无机离子吸收．鳞茎膨大 

期正是钾、磷元素需要量最多的时期[ ，引．由于钾 

磷元素缺乏，使淀粉积累受阻，鳞茎膨大受到抑 

制．这可能是附加 sA后，百合试管鳞茎直径降低 

的原因之一．同时，根据夏宜平_9]的研究，细胞分 

裂素是鳞茎形成的启动因素之一，但对鳞茎的膨 

大作用不大；生长素对于鳞茎的膨大有促进作用； 

在培养基中外加 sA促进提高鳞茎诱导率的同 

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协调植物激素比例，加 

强培养基质营养，特别是糖类营养，以满足鳞茎膨 

大所必须的基础物质的需求，以提高鳞茎的膨大． 

3．3 在培养基中加入 sA，具有调节试管鳞茎同 

期发育的作用 

使鳞茎形成期相对集中于 10—30d内，sA对 

鳞茎形成时期具有理想的调控作用，这对于工业 

化生产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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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geneses of saline Soil in the world．Th e main achieve— 

ment and recent development were discussed covering some research field such as study o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ied on saline soil of cold and arid region at home and abroad．A further research will be fol— 

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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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 on formation an d growth of Micro——bulb of Lilium brown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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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A on formation of Lilium brownii micro—bulb Was studid1．卟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0．05— 1．0mg／LSA could increase number of mi cro—bulb significantly，SA could not increase 

diarnone ofmi cro —bulb sign ificantly，but it could regulatethe development ofmicro —bulbs during the sam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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