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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愈伤组织的诱导及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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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哈尔滨 150030) 

摘 要：试验以东方百合(Orietad hybrids)“bemini”的花柱、花丝、花瓣为外植体，利用组织培养技术，探讨 

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胚状体发生及植株的再生状况。结果表明，三种外植体均能诱导愈伤组织，花柱和 

花瓣诱导的愈伤组织为绿色致密的非胚性组织，而花丝诱导的愈伤组织为黄色疏松的胚性组织，将胚性愈伤组织 

继续培养一个月可发生胚状体。花丝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化率以及分化速度均高于花柱和花瓣。诱导愈伤组织的 

最佳培养基为改良Ms(盐酸硫胺素的浓度为4 mg·L-1)+2，4一D 2 mg·L『 +水解乳蛋白300 mg‘L- ；最佳分化培养基为 

MS+KT 0．1 mg·L- +BA 0．5 mg·L-％NAA 1 mg·L-1；最佳生根培养基为MS+IBA 0．5 m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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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是百合科(Liliaceae)百合属(Lilium)多年 

生球根花卉，是世界著名的切花之一。因其花型 

花色多样，切花装饰精美，在鲜切花生产及消费 

中占有重要地位。生产上，百合主要采用常规分 

球、分珠芽、鳞片扦插、鳞片包埋等传统的繁殖 

方法进行繁殖。但繁殖系数较低，特别是经过多 

代繁殖以后，常造成种性退化，病毒积累，影响 

百合的产量和质量【11。本试验以东方百合(Orien— 

tal hybrids)“bemini”的花柱、花丝、花瓣为外植 

体，应用组织培养技术诱导愈伤组织形成、分化 

幼苗，建立高效植株再生体系，为东方百合快速 

繁殖奠定了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东方百合(Or／enta／hybrids)“bernini”花蕾(长 

度 10～12 cm)为试验材料。 

1．2 方法 

1．2．1 外植体表面灭菌条件的筛选 

摘取新鲜的花蕾用自来水冲洗后，用7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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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浸泡 30 s，再用 2％的次氯酸钠分别消毒 

3。5，8，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 

1．2．2 愈伤组织诱导及分化 

撕开消毒后的花蕾，将花丝、花柱约 1 cm 

长、花瓣 1 cm 大小的试材接种在以改良MS为基 

本培养基(盐酸硫胺素的浓度提高为4 mg·L )【2-31， 

添加 3％蔗糖，6 g·L 琼脂粉，及不同浓度激素 

的诱导愈伤组织形成的培养基上，30 d后观察分 

化情况。 

将培养40 d后的花丝愈伤组织、花瓣愈伤组 

织和花柱愈伤组织分别接种到分化培养基上，20 d 

后愈伤组织开始分化，30 d后观察 3种外植体愈 

伤组织芽分化情况。 

1．2．3 生根及驯化移栽 

将分化培养基上分化的苗高为3～5 cm健壮小 

芽从基部切下，接种到添加不同IBA浓度的生根 

培养基上，20 d后观察生根情况。 

生根培养 30 d后，将再生苗打开封口膜炼苗 

7 d。然后移栽到经过高温灭菌的基质中，每2周 

浇 1次营养液，移栽 1个月后观察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表面灭菌条件 

试验结果表明，使用75％酒精浸泡 30 s，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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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氯酸钠浸泡5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 

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并且污染率最低，无褐化现象 

产生。 

2．2 愈伤组织的诱导及胚状体发生 

培养20 d后，发现大部分外植体膨大，40 d 

后可形成愈伤组织(见表 1 o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愈伤组织诱导率的影晌 

Table 1 E t of d铀 rent medium on ratio of induction callus 

注： 三次重复总苗数。进行 Duncan's新复极差检验 ，具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 O．O1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水平，小写字 

母表示 O．05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水平。 

Note： Total No．of three repeats．Significant test by SSR，different letters ay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capital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O．O1 leve1．small letter al"e sign ifican tly different at O．05 leve1． 

A一花瓣形成的绿色致密愈伤组织；B一花柱形成的绿色愈伤组织；C一花丝形成的黄色胚性愈伤组织；D—E一胚状体的发生；F-花丝愈伤组织分 

化；G一花柱愈伤组织分化；H一花瓣愈伤组织分化；I-准备移栽的再生苗；J-移栽后一个月，蛭石中试管苗的生长情况 

A—-Green pykno—-callus of petal；B-Green Callus of style；C-Yellow and embryo callus of filament；D-E-Emb~oid genesis；F-Differentiation of 

filam ent callus；G-Differentiation of style callus；H-Differentiation of petal callus；I-Transplanted plantlet；J-Mter transplanted one month，effect of 

— plantlet grow in vermiculite 

图版 I 百合愈伤组织的分化及移栽驯化 

Plate l Callus differentiation and plan tiet Wansplation ofLilium 

结果表明，三种外植体形成的愈伤组织类型不 

同，花柱和花瓣诱导的愈伤组织为绿色的致密的非 

胚性愈伤组织，而花丝诱导的愈伤组织为黄色疏松 

的胚性愈伤组织(图版 I—A，B，C)。不同的植物 

激素组合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率都有很大的影响，高 

浓度的2，4一D有利于愈伤组织的形成及胚状体发 

生，当2，4一D浓度为2 mg·L 时愈伤组织诱导率 

最高，其中花丝诱导的胚性愈伤组织继续培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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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可观察到胚状体的发生(图版I—D，E)。 

2．3 愈伤组织分化与植株再生 

将培养40 d后形成的愈伤组织块接种于MS+ 

BA0．5 mg·L一 +KT 0．1mg·L-1+NAA 1．0 mg·L一 的分 

化培养基中，20 d后愈伤组织开始分化，形成大 

量丛生芽点(见表 2)。 

表 2 愈伤组织分化与植株再生 

Table 2 Differentiation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A~tlS 

花丝、花柱和花瓣愈伤组织分化的再生苗在形 

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由花瓣愈伤组织分化的再生 

苗呈玻璃化现象，生根率低，培养一段时间后死亡 

(图版 I—F，G，H)。 

2．4 生根与驯化移栽 

接种在不同处理培养基10 d后大部分再生苗开 

始生根，20 d后形成大量的根系。不同生根培养基 

对再生苗生根的影响不同，其中2号培养基生根率 

最高，达98．7％，并且根系生长粗壮(见表3)。 

将炼苗后的再生苗栽植到配制好的基质中， 

结果表明，以蛭石为基质的再生苗成活率最高， 

高达 95．6％，而且生长健壮，其他三种基质中再 

生苗成活率较低，成活率仅为 60％左右(见表4， 

图版 I—I，J)。 

表3 不同培养基对再生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different medium on rooting of plantlet 

表4 不同基质对再生苗移栽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t medium on trans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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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试验结果表明，愈伤组织的诱导与取材部位有 

密切的关系。本研究中只有花丝可以产生大量优质 

的胚性愈伤组织，将花丝愈伤组织经过继续培养可 

发生胚状体，建立了植株的另一个再生途径；花丝 

愈伤组织诱导率、分化率以及分化速度均高于花柱 

和花瓣，每块愈伤组织可以分化十几个芽，这为百 

合快速繁殖奠定了基础。本试验只考虑以花器官为 

外植体，此最佳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是否适用于其 

它外植体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试验中对 2，4一D浓度，BA浓度，LH浓度进 

行了3因素 3水平的 (3) 正交试验 ，对试验结 

果进行级差分析，结果表明，2，4一D在愈伤组织 

诱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影响显 

著；LH和BA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花丝诱 

导愈伤组织中，LH的作用优于BA，而花瓣和花柱 

愈伤组织诱导中，BA的作用分别优于和等于 LH； 

花瓣愈伤组织诱导中加人 0．05 mg·L-I的6．BA有利 

于愈伤组织的形成，而花丝和花柱的愈伤组织不需 

要BA的参与的就能形成。由于试验工作量大，没 

有采用常规浓度梯度试验，但采用正交试验也获得 

了愈伤组织最佳培养基配方，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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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oidgenesis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Lifium spp 

LIU Yujing，GONG Shufang，FAN Jinping，WANG Jingang，CHE Daidi 

(College of Horticulture，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We used style，filament and petal from eastern lily“beinini”as explants to study callus induction． 

embryoidgenesis and plant regeneration in the experiment．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ree explants can induced 

callus，but type of callus was different．Callus of style and petal were no—embryonic with green color an d compact 

structure，callus of filament was embryonic callus with yellow color．Callus of filament could generate embryoid 

when continued culture one month．Filam ent ratio of callus induction,differentiation and rate of differentiation were 

all higher than  style an d peta1．Th e best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was improvement of MS with 2 mg·L-1 -D and 

300 mg·L一 Lactoalbumin hydrolysatefLH)．The best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was MS+KTO．1 mg·L～+BA0．5 

mg·L +NAA 1 mg·L～．Th e best root media was MS+IBA0．5 mg·L『 ． 

Key words：Oriental hybrid~；tissue culture；callus；plant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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