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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水仙离体组织培养快速繁育技术的研究 

朱洪武，郑生智，李维林，陆小清 

( 国 学 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江苏 南京 2l0ol4) 

摘要：以洋水仙品种 Pink Charm为试验材料 ，研究了洋水仙的组织培养技术，优选出最佳的芽诱导培养基 Ms+6一 

BA2．0 mg／L+NAA1．0 mg／L，继代培养基 Ms+6一BA 1．5 mg／L+NAA1．0 mg／L，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MS+6一 

BA0．2 mg／L+NA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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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N8rcissus L。CV。Pink Charm 

ZHU Hong·WU，ZHENG Sheng·zhi，LI Wei·lin，LU Xiao·qing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The young leaves of Narcissus L．CV．Pink Charm were cultured in vitro to develop rapid propagation technolog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medium was MS+6-BA 2．0 mg／L+NAA 1．0 mg／L for differentiation of 

rosette buds．MS+6-BA 1．5 mg／L+NAA 1．0 mg／L for proliferation．1／2 MS+6-BA 0．2 mg／L+NAA 0．5 mg／L for in— 

duction of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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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水仙是从欧洲引入我国的水仙新品种的统 

称_1 J，为石蒜科水仙属多年生草本植物。20世纪80 

年代后进行较大规模的引入，主要用于春季花展，少 

量盆栽作为年宵花使用。洋水仙为一亭一花，一般 

没有香味；大部分品种副花冠成喇叭状，且以黄色为 

多，因而又泛称为“喇叭水仙”或“黄水仙” J。洋水 

仙是优良的园林地被花卉，可以盆栽观赏和切花使 

用。洋水仙一般通过分蘖的子球进行繁殖，每个母 

鳞茎可分蘖2～4个小鳞茎。但是，由于病毒感染导 

致逐年退化，鳞茎变小，开花能力下降。我国于 20 

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国水仙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发现其可通过复壮进行育种 J，而对洋水仙的组织 

培养几乎没有报道。本试验通过不同培养基对洋水 

仙的愈伤组织形成 、芽分化增殖和试管苗生根的影 

响研究，探讨了洋水仙的快速繁殖技术。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05年 11月南京中山植物园从荷兰引进水仙 

属的杂交品种 Narcissus L．CV．Pink Charm。 

1．2 方法 

1．2．1 材料处理 将外观健壮的种球，切开鳞茎， 

以鳞叶间萌发的腋芽叶为外植体。用 75％酒精处 

理1 min，用无菌水冲洗后，再转入 0．1％ HgC1 溶液 

中处理 6～9 min，再用无菌水冲洗 3～4次，作为外 

植体用于起始培养。 

1．2．2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 

种类和质量浓度的激素，pH 5．8，光照2 000 lx，光照 

时间每日12 h，温度为(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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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水平对愈伤组织和芽诱导的影响 

灭菌处理的外植体接种到不同激素水平的培养 

基上进行起始培养，23 d后在外植体切口处有淡黄 

色的愈伤组织，并诱导出丛生芽，诱导 32 d后，统计 

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激素水平对愈伤组织和芽诱导的影响 

处理 (6 - 

( )接种数孝 生长／c古度m 生长状况 
I1 0．5 0．1 20 2．0 0．8 较弱、黄绿色 

I2 1．0 0．5 20 3．5 1．5 较壮、嫩绿色 

I3 2．0 1．0 20 5．1 3．5 较壮、鲜绿色 

I4 1．0 0．1 20 3．1 2．0 弱、嫩绿色 

15 0．5 0．5 20 1．5 2．0 壮实、鲜绿色． 

从表 1的结果可 以看出，6-BA在 1．0～2．0 

mg／L时，培养效果比较好，丛生芽数量多；NAA浓度 

为0．5—1．0 mg／L时，丛生芽生长状况较好。通过 

综合比较，处理 I3即MS+6-BA2．0 mg／L+NAA1．0 

mg／L为最适宜培养基。 

2．2 不同激素水平对芽增殖的影响 

将分化形成的带芽愈伤组织(每块愈伤组织带 

1芽)接种到不同激素水平的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 

养，30 d后观察芽增殖情况，统计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激素水平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芽增殖效果最好的培养基为 

P，，即MS+6．BA1．5／mg／L+NAA 0．5 mg／L，但是 

从生长状况来看，虽然处理P3平均芽增殖率低于处 

理 P2，但是生长状况优于 P2。 

2．3 不同激素水平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将增殖培养形成的大量丛生芽切开，并选择生长 

状况相似的芽接种到不同激素水平的生根培养基上， 

观察根系和地上部分生长状况，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激素水平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处理 培养基 接种数 生 间 根 长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生根培养基在 

20 d后开始生根，最适宜洋水仙生根的处理为 R4， 

即 1／2MS+6．BAO．2 mg／L+NAAO．5 mg／L，其生根 

率最高，生根天数相对较少，生根多，根系健壮。 

3 结论与讨论 

(1)在洋水仙的离体组织培养中，初代培养的 

成功与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大关系，6-BA浓度的上升 

对愈伤组织和芽诱导有促进作用，而 NAA的浓度与 

芽诱导的关系并不一致。 

(2)在洋水仙的继代培养中，不同处理的差异 

非常明显，芽的增殖与生长受6-BA、NAA的控制，6一 

BA在较高水平(2．0 mg／L)和较低水平(1．0 mg／L) 

时增殖率较低，NAA在较高水平(1．5 mg／L)和较低 

水平(0．5 mg／L)时增殖率较低。 

(3)在洋水仙的生根培养中，将 6-BA与 NAA 

组合使用，不仅生根率高、生根期较短，而且生根多， 

根系粗壮，有利于移植。 

(4)综合分析认为，洋水仙组织培养时，愈伤组 

织和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 MS+6-BA1．5 mg／L+ 

NAA 1．0,~g／L，继代培养的最佳培养基为 MS+6- 

BA 1，5 mg／L+NAA 1．0 mg／L，诱导生根的最佳培 

养基为 1／2 MS+6-BA 0．2 mg／L+NA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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