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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鹃梅离体快繁技术的研究 

周丽艳 ，秦子禹 ， ．／业x雪F-~ (1．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河北昌黎o66600；2、河北雄县中学，河北雄县o7ls00) 

摘要 [目的]探讨白鹃梅离体快速繁殖技术。[方法]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种类、不同浓度细胞分裂素(6-BA、lcr)和生长素 

(IBA、NAA)，诱导离体白鹃梅快速繁殖。[结果]结果表明，较低浓度的细胞分裂素6-BA、} 和生长素IBA混合使用，有利于诱导芽增殖， 

其中以№ +0、3~e．／L IBA+0．5~e．／L 6-BA配方最佳。用1／2№ 附加0．1～0．3mr／L NAA、IBA均能诱导生根，其中以1／2 Ms+O．3 L 

NAA配方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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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Li-yan et al (Depm'maent ofLife Seienee，Hebei Seience and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01arl ，Hebei o666o0) 

A ； 『Objective1 I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Ewchordatxloelwtosa in vitro．[Method]E．?'aogrrtosa werecul— 

tured in № ~ u121 which contained different kinds and densities cytokinin(6-BA，Kr)and auxin(NAA，IBA)to induce the rapid propagation． 

1 Resuit 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xed use oflower concentmtion of cytokinin(6-BA，~)and auxin(mA)were helpful f0r the induction ofbud propaga- 
tion．and the optimum formula was MS +IBA 0．3 mg／L+6-BA0．5 mg／L，Both NAA and IBA with 0．1一O．3 mg／L could induce the root when it was 

added into 1／2 MS  medium and the optimum~ Llln Was 1／2№ +O．3,wVL N从 ． 
Key words E．racemosa；Rapid DmDagation；Cytokinin；Auxin 

白鹃梅是蔷薇科白鹃梅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 3 5 

m，总状花序 1。常用作园林设计、城市绿化。白鹃梅的根皮 

和枝皮可人药[ 。白鹃梅可作为野菜食用l3j，其花蕾和幼叶 

均可食用，不仅味道鲜美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_4j。用扦 

插、嫁接、压条等传统方法进行繁殖受季节限制，繁殖速度 

慢，繁殖率低。白鹃梅种子量少，发芽率不高~5-63。利用组 

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白鹃梅，速度快，繁殖率高，短时间内能 

生产大量整齐一致的幼苗，满足白鹃梅需求，但是到目前为 

止，国内有关白鹃梅组织培养的研究很少。因此，笔者对白 

鹃梅快速繁殖技术中幼芽增殖、生根、温室移栽各个环节进 

行了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标本园 的多年生白鹃 

梅，于2003年5月上旬取当年生的幼嫩枝条。 

1．2 方法 

1．2．1 材料处理方法。将白鹃梅嫩枝在流水下用毛笔充分 

刷洗，用滤纸吸去枝条表面的水分，在超净工作台上将带腋 

芽的茎段放人0．1％升汞溶液中浸泡 9 min，期间轻轻翻动， 

使枝条充分消毒，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剪成长 2．5 cm左 

右带腋芽的茎段，用于接种。将上述消毒茎段接种于 MS培 

养基上诱导芽。待幼芽长至2．5—3．0 am时剪下接种于诱导 

芽增殖的培养基上。每个处理接 8瓶，每瓶2个芽。将同一 

培养基诱导的“丛生芽”切下转接到不同的生根培养基上诱 

导生根，每个处理接 8瓶，每瓶4株。把已经生根的无菌苗炼 

苗3 d，然后用流水缓缓冲去培养基，然后栽人基质中，放人 

温室中培养。统计移栽成活率。 

1．2．2 试验设计及分析方法。试验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设 

计，8次重复。试验数据利用 DPS统计软件分析。 

1．3 培养基 

1．3．1 诱导芽增殖培养基。诱导芽增殖的培养基以 MS为 

基金项 目 

作者简介 

收稿日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 目资助。 

周丽艳(1968一)，女，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从事生物 

统计、植物细胞工程教学及研究。 

20o8一O4—23 

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不同种类植物生长调节剂 

(表 1)。 

1．3．2 生根培养基。以 1／2 MS 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激 

素，诱导生根(表 2)。 

表 1 诱导白鹃梅芽增殖培养基 

1凸lble 1 Tile med．m for．珊 啦 the bIld p】m 唱 I皿 of Exoehorda删 - 

J， 龃  

处理 培养基∥ L 处理 培养~ffmg／L 

~ trnent Media Treatment Media 

l MS+N从 0．1+6IBA 0．3 ll MS+IBA 0．3+6_BA 0．1 

2 MS+N从 0．5+6_BA 0．3 l2 MS+IBA 0．3+6_BA 0．3 

3 MS+N从 1．0+6-BA 0．3 l3 MS+IBA 0．3+6-BA 0．7 

4 MS+N从 0．1+6_BA 0．5 l4 MS+IBA 0．3+6_BA 1．0 

5 MS+N从 0．5+6_BA 0．5 l5 MS+IBA 0．3+1cr0．1 

6 MS+N从 1．0+6-BA 0．5 l6 MS+IBA 0．3+1cr0．3 

7 MS+I丑 0．1+6_BA 0．5 l7 MS+IBA 0．3+1cr0．5 

8 MS+JBA 0．3+6_BA 0．5 l8 MS+IBA 0．3+1cr 1．0 

9 MS+I丑 0．5+6-BA 0．5 19 1／2 MS+I丑 0．3+6_BA 0．5 

l0 MS+IBA 1．0+6_BA 0．5 

● 

表 2 诱导白鹃梅生根培养基 

乃|bIe 2 Tile mediafor-岫 the rootirg 0f Exochon／a， m嘞  

处理 培养基∥ L 处理 培养基∥ L 

"Frealment Media Trealll~nt Media 

20 1／2 MS+NAA 0．5+6-BA0．3 25 1／2 MS+NAA 0．3 

2l l／2 MS+N从 1．0+6-BA 0．3 26 1／2 MS+NAA0．5 

22 1／2MS+NAA 0．5+6_BA 0．1 27 l／2 MS+IBA 0．3 

23 l／2 MS+NAA 1．0+6_BA 0．1 28 1／2 MS+mA 0．5 

24 l／2 MS+N从 0．1 29 MS+NAA0．3 

1．4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诱导芽 

增殖为 1 800—2 000lx，诱导生根为 1 000 1 500lx。光照时 

间：诱导芽增殖为 12 h／d，诱导生根为 10 h／d；培养室内相对 

湿度为60％ 80％。 

1．5 统计标准 增殖率为增殖段数占接种段数的百分数。 

增殖系数为增殖芽数占增殖段数的比值。生根率为生根段 

数占接种段数的百分数。移栽成活率为成活棵数占移栽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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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百分数【 。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导白鹃梅芽增殖培养基的选择 

2．1．1 6-BA浓度一定，不同浓度 IBA对芽增殖的影响。由 

表3可知， +0．3mg／L IBA+0．5mg／L 6-BA，MS+0．5mg／L 

IBA+0．5mg／L6-BA芽增殖系数比MS +0．1 mg／L IBA+0．5 

mg／L6-BA，MS +1．0mg／L IBA+0．5mg／L6-BA诱导的芽增殖 

系数高。经方差分析可知，芽增殖率之间差异不显著。 

2．1．2 IBA浓度一定，不同浓度 6-BA对芽增殖的影响。由 

表 4可知， +0．3mg／L IBA+0．5mg／L6-BA诱导的芽增殖 

系数最高，与其他处理有很大差异。在接种后 l4～28 d，在所 

有培养基中 +0．3mg／L IBA+0．5mg／L6-BA诱导增殖芽 

数总是最多，其优势随培养天数的增加日益明显。经方差分 

析芽增殖率之间差异不显著。 

2．1．3 IBA浓度一定，不同浓度的KT对芽增殖的影响。由 

表5可知，当IBA为 0．3 n~,／L时，附加 0．3～1．0 mg／L KT，白 

鹃梅的芽增殖率及增殖系数显著好于附加 0．1 mg／L KT的 

组合。 

表3 不同浓度 IBA对芽增殖的影响 

1 e 3 Effects ofIBA at differ~t伽n。e咖 廿0璐 ∞ bIld pI 陴g嘶∞  

注：表中数据均为培养28 d后，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O．05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下同。 

Note：The data in the table determined如 culturing 28 da ．Different smal1]eRem I㈣ fignificant diffe~nce at O．05 leve1．The same as below 

表4 不同浓度6-BA对芽增殖的影响 

．BIbk 4 E 0f6-BAat different o0nce【lt瑚 脯 0n bIld plq，a 吐蚰 

2．1．4 6-BA与 KT诱导芽增殖效果 比较。由表 6可知 ，凡是 

附加 6-BA的培养基白鹃梅芽增殖率及增殖系数均高于附加 

KT的培养基，因此用 6-BA作细胞分裂素与 IBA搭配使用诱 

导白鹃梅芽增殖较好。 

表6 不同浓度 6-BA、KT对芽增殖的影响 

由Ie 6 E~ects of6-BA andKT at differ~t~nomtmliom ∞ lind prolmgalion 

2．1．5 用NAA做生长素诱导芽增殖。因为NAA和IBA均为 

生长素类物质，所以用NAA代替 IBA做增殖试验。将芽接种 

到表 1中1～6号培养基中，所接的无菌苗全部脱分化变成坚 

硬绿色愈伤组织，没有芽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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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基本培养基浓度对芽增殖的影响。用 1／2 MS+0．3 

mg／L IBA+0．5 mg／L 6-BA培养基与 MS+0．3 mg／L IBA+0．5 

mg／L 6-BA培养基比较，看诱导芽增殖的效果。结果表明后 

者诱导芽增殖的效果好于前者。二者的增殖率及增殖系数 

均达0．05显著水平，说明诱导白鹃梅增殖芽需要较高水平的 

基本培养基。 

2．2 白鹃梅生根培养基的选择 

2．2．1 NAA与6-BA混合使用诱导白鹃梅生根 将幼芽接 

种到表2所列20～23号培养基上，诱导生根。结果观察到达 

4个处理的芽全部脱分化成致密绿色的愈伤组织，没有分化 

根。这表明细胞分裂素6一BA和生长素 NAA混合使用只能诱 

导形成致密绿色愈伤组织。 

2．2．2 单独使用NAA或 IBA诱导白鹃梅生根。将幼芽接种 

到表 2所列24～28号培养基中。由表 知，1／2 MS+0．3 

mg／L NAA诱导生根效果最好。试验中观察到，用0．1～0．5 

mg／L NAA诱导生根时，在接种7 d后就有根生成。根多而整 

齐，根粗，颜色为白色。用 IBA诱导生根时，在接种 14 d后才 

有根生成。根少而且长短不一，根细，颜色发暗。因此低浓 

度的NAA诱导白鹃梅生根效果较 IBA好。 

表7 不同浓度 IBA／NAA对生根的影响 

e 7 Effects ofIBA and NAA at diffei'~at concentrations Oil the r~aag 

伽 I_ 

。篓  

2．2．3 基本培养基浓度对诱导生根的影响。同时设置培养 

基Ms+0．3mg／L NAA与 1／2 MS+0．3 mg／L NAA比较，结果 

1／2 MS+0．3 mg／L NAA诱导生根效果显著好于 MS+0．3 

mg／L NAA。 

2．3 移栽 打开三角瓶口炼苗 3 d，然后将生根的试管苗取 

出，洗去根部的培养基，进行移栽。移栽温度分为(25±2) 

℃，光照强度为 5 000～10 000 lx，空气相对湿度为 60％～ 

70％。分别移栽至蛭石、蛭石：河沙(1：1)中。遮盖塑料薄膜5 

d，移栽35 d调查计算移栽成活率。 

2．3．1 移栽基质对成活率的影响。由表8可以看出，以蛭石 

作为移栽基质成活率明显高于蛭石：河沙(1：1)。原因可能是 

河沙吸水性好，基质紧实，不利于根的生长因而移栽成活率 

低。而蛭石的保水性、通透性都比较好，不仅有利于根的呼 

吸，也有利于根的生长，因而移栽成活率高。 

3 结论与讨论 

(1)试验结果表明，Ms+0．3mg／LIBA+0．5mg／L6-BA为 

较好的芽增殖培养基。1／2 MS+0．3 mg／L NAA为较好的生 

根培养基。移栽时，可在25℃条件下，以蛭石为移栽基质。 

表8 不同处理在不同基质中移栽成活情况 

ble 8 q，laI 【lg survivalmteofExoehtm4amc聊删 indifferent嗌 - 

trixlin er different tl 钏岫圈 

生根培养基 
Rootingmedia 

mg／L 

移栽成活率∥％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蛭石：河沙(1：1) 蛭石 
Vermiculite：Riversand(1：1) Vermiculite 

注：为移栽35 d后。 

Note：The data were determined after transplanting 35 days 

(2)芽增殖培养一般多用生长素 NAA或 IBA与一种细胞 

分裂素配合使用[ 。在诱导白鹃梅芽增殖试验过程中，用 

IBA配合6-BA诱导芽增殖效果较好。而用NAA代替IB八与 

6．BA配合使用，却长出愈伤组织，不能增殖芽。这与 Waring 

PP、裴东等的观点一致l 一 。Ms+0．3 mg／L IBA+0．5 mg／L 

6-BA比Ms+(0．5，1．0)mg／L IBA+0．5 mg／L 6-BA诱 导芽增 

殖效果好。这一结果与生长素／细胞分裂素比值低有利于分 

化出芽的结论不一致_ll_。 

(3)IBA、NAA均能诱导白鹃梅茎段生根，但 IBA诱导生 

根率低。原因可能是IBA能刺激形成层细胞的活性，问接产 

生促进不定根生成的主要内源物质 IAA，而IAA活性低，同时 

在根原基形成过程中不断被氧化而降低含量，由此造成生根 

率低。而 NAA则较稳定，不易分解，所以诱导生根率较高。 

此试验结果与徐继忠的研究结果一致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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