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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对水仙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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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确定水仙组培苗小鳞茎生根诱导的适宜激素种类和水平。[方法]以水仙栽培品种 Fortissimo的组织培养小鳞茎为试验材 

料，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设计 1．0、0．5,0．1、0．05,w,／L4个 NAA、IBA浓度，研究激素对水仙组培苗生根诱导的影响。[结果】添加 0、1 

mv．／LNAA或0．1,w,／LIBA培养基处理的小鳞茎根生长健壮，生根诱导率高，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差异(P<0．05)；添加 0．05,w,／LIBA 

处理的根生长比较细短 ：添加 1、0 mg／L NAA或0．5,w,／L IBA处理的小鳞茎生长较快，但对根的诱导效果不明显。[结论]在 1／2MS培养 

基中，加入 0．1,w,／L NAA或 0．1 mg／L IBA均对水仙组培苗的生根诱导有显著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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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ects ofItornH~ on the Rooting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in Narci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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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str~ [Objective]The research aimedto confirmthe suitable hormone kirids andlevelfor rootinginduetion ofbu／bletintissue euhure seedlings of 

narcissus、[Method]Using the tissue eultured bulblet of rlBI'cissu$eultivar Fortissimo aS tested materials，with 1／2Ms as the basle medium，4 eonen、of 
NAA and 1BA including 1．0，0．5，0．1 and0．05,w,／L were set up to study th effects ofhormone On rooting induetion oftissue eulture seedlings in liar— 

eisStl~．~Result]The root of bulblets treated by the medium with adding 0．1 mg／L NAA or 0．1,w,／L IBA grew strongly with hig}1 rooting induetion rate， 

whieh had si~aifieant differenee with that of olher treatments(P<0．05)． Ihe root in the treatment of adding 0．05,w,／L IBA was shorter and slimmer． 

n bulblets in the treatments ofadding 1．0 mg／L NAA or0．5,w,／L IBA grew faster，but its induetion effect On the root was not obvious．1ConelusionJ 

Add吨 O．1 mg／L N从 or0．1 mg／LIBA to 1／2 MS medium both had the s fieant prorrtotion On the rooting induction of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in liar— 

clss1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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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是石蒜科水仙属(Narcissus)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世 

界著名球根花卉之一，广泛应用于室内外的园林建设中。水 

仙组培繁殖是水仙脱毒、快繁、基因转化的基础技术之一。 

组培苗的生根能大大提高水仙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笔者以 

水仙组培小鳞茎为试材，对水仙小鳞茎生根诱导进行研究， 

以确定水仙组培小鳞茎生根诱导的适宜激素种类和水平。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水仙栽培品种嘹亮 Fortissimo的组培 

无菌小鳞茎，小鳞茎直径大小为0．8～1．0 em。 

1．2 方法 将准备好的无菌小鳞茎在无菌操作台上转接入 

各种生根培养基中。培养基中附加 1／2MS、蔗糖 3．0％、琼脂 

0．7％，pH 5．8，培养温度25℃，光照强度 1 500 lx。 

生根培养基选用 NAA和 IBA两种激素，分别设定 1．0、 

0．5、0．1、0．05,llg／L 4个处理浓度，每处理20个小鳞茎。 

接种后30 d，调查生根情况，统计生根数，进行相关分 

析。平均生根数=分化根数／接种外植体数。 

2 结果与分析 

外植体接入培养基后 15 d左右，小鳞茎基盘底部有突 

起，30 d左右生成0．5—1．0 em的根，其中，处理③和⑦的根 

生长健壮，数量也明显优于其他处理，处理⑧的根生长比较 

细短；处理①和⑥的小鳞茎生长较快，但根的诱导效果不明 

显。45 d时统计诱导率，进行数据分析并进行多重比较。 

由表 l可知，处理③和⑦的生根诱导率明显高于其他处 

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而与其他处理均有显著差异；根 

据诱导生根的情况，可以得出 NAA 0．1 mg／L是适合水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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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小鳞茎生根的最佳激素配比。 

表 1 不同激素及浓度对生根诱导的影响 

lhble 1 El~ects ofdifferent hormonal c0fxU60I 011induction 

rate of rooting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O． 水平差异显著。 

Note：Differentlowercasesin a row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0．05level 

3 结论与讨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陆春芳等认为加入活性炭有利于水仙 

组培小鳞茎的生根_l J。此类研究未就激素在水仙小鳞茎的 

生根进行探讨。 

笔者对激素在水仙小鳞茎生根诱导中的作用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经分析可知，在 1／2MS培养基中，加人 0．1 

,11g／L NAA或0．1,11g／L II3A均对水仙组培小鳞茎生根诱导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加入较高水平的NAA或 IBA则仅对小 

鳞茎的生长有促进作用。王俐认为，水仙在 1／2MS培养基中 

加入NAA 0．1 mg／L+IBA 0．03 mg／L有较好的生根效果( ， 

与该试验结论较接近。 

胡毅敏发现，在 1／2MS培养基中加入 IBA0．1 mg／L生根 

效果比较理想，而加入NAA 0．1 rng／L效果较差Ⅲ3 J。而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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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阳、大口钦种群一组，铁力、鞍山种群一组，东方红种群 

一 组；雌性东北林蛙也可聚为3组：泉阳、朝阳一组，天北、大 

口钦一组，鹤北种群一组。 

泉阳 

朝阳 

天北 

大口钦 

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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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图2 雌性东北林蛙不同种群聚类分析 

．2 a 啦 ar~ysis ofdilt'm'cnt female Rana dybo~／d／popu- 

laliom 

3 讨论 

东北林蛙是东北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地区的重要药用动 

物。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东北林蛙的需求也与 

日剧增。东北林蛙的全人工养殖还没有被成功的大规模推 

广，目前的养殖方式主要是封山养殖和野外直接捕捞，大多 

数养殖户只养不育，为了提高产量跨地区买卖野生蛙卵 j。 

在目前尚无有效物种多样性保护措施的状况下，若不采取措 

施确立东北林蛙系统地理分布图，构建种群的保护单元和保 

护政策，可能会使东北林蛙的物种多样性在很短时间内就降 

到很低水平。 

大量研究证明，数值分析是动植物种以下的种群鉴定的 

有效手段【4 j。有学者运用数值分类法研究认为，原中国林 

蛙的东北居群是一个新的物种——东北林蛙(Rana dybowski． 

i)【lj。有学者采用形态学比较和数值分类相结合的方法对我 

国西北部分布的中国林蛙(Rana chensinensis)6个居群进行研 

究，并将其分为高原林蛙和中国林蛙2个物种 j。到目前为 

止，还未见关于东北林蛙各地理种群的形态多样性研究。笔 

者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东北林蛙长白山地区和小兴安岭地 

区的8个种群，结果将雄性和雌性东北林蛙均聚为3类。该 

研究显示，吉林省 4个种群无论雌雄都最先聚合在一起，显 

示了在长白山核心分布区东北林蛙这个物种形态和遗传上 

的相似性，间接说明地理距离确实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亲缘 

关系。尽管人工养殖群体大口钦与封闭养殖的天北、泉阳、 

朝阳种群显著差异，但是原产地的人工养殖还是充分反映了 

物种的原始遗传特征，并未在2年的养殖时间内改变自身的 

原有遗传属性。也可能是大口钦养殖种群只是野外取卵，人 

工育成后出售，其遗传属性没有发生可以测量到的改变。雌 

性东北林蛙只有5个群体，包括长白山地区的4个群体和小 

兴安岭的 1个种群，结果仍然是长白山地区首先聚合在一 

起。其中，泉阳和朝阳虽然分属于第二松花江和鸭绿江流 

域，但在遗传距离上无论雌(0．428)和雄(0．O01)都是最近的。 

雄性种群聚类结果显示，地理位置最远的铁力和鞍山种群首 

先聚合在一起，而属于长白山的东方红种群和其余 6个种群 

最后聚合。可能是小兴安岭只采了1个种群，也可能是东北 

林蛙的模式物种产地在海参葳，东方红和其地理距离近而且 

生态环境相似。 

东北林蛙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其分布范围在黑龙江和松 

花江流域 J，即长白山、小兴安岭和三江平原地区。XIAO Xi— 

ao-hong等应用 RAID技术对黑龙江省 8个地区的中国林蛙 

构建的分子系统树显示，张广才岭、老爷岭和乌苏里河流域 

可能是黑龙江省的中国林蛙扩散中心L9j。该研究在形态聚 

类上验证了这个猜想，认为三江平原极有可能是东北林蛙的 

起源中心，然后它沿着松花江逆流向长白山和小兴安岭2个 

地区适应辐射、扩散开来，这符合两栖类动物起源于湿润多 

雨海陆交界的特征，与XIAO Xiao-hong等的研究结果略有差 

异，可能是由于两者取材范围不同所致。由于大兴安岭界于 

内蒙古高原的沙漠边缘，干旱少雨，即便是比较耐旱的东北 

林蛙也很难扩散到年降雨量 300[fltB以下、且缺乏昆虫类食 

物的大兴安岭地区  ̈。因此推测以东方红为核心的长白山 

北麓可能是东北林蛙遗传多样性最高的地区，建议在该地区 

建立以东北林蛙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和良种繁育基地。 

但是，由于时间紧，该研究只测定了4个形态数量指标，导致 

无法做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因此对于在市场上买卖的、 

未知来源的东北林蛙无法判断其准确的种群。又由于采样 

的局限性，在东北林蛙分布区5大流域的绥芬洞和图门江流 

域没有设采样点，因此，东北林蛙的系统演化图谱有待后续 

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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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J、何玮毅[ J贝U认为水仙在NAA 0．05,．g／L的培养基中生 

根较好，与该试验结论有一定差异，可能与所选品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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