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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叶鹅掌柴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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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辐叶鹅掌柴[Schefflera actinophylla 

(End1．)Harms](澳洲鸭脚木、昆士兰伞木)。 

2材料类别 带芽茎段。 

3培养条件 (1)启动培养基：MS+6．BA 1．0 mg．L。 

(单位下同)+NAA 0．5；(2)继代增殖培养基 ： 

MS+6一BA 1．0+NAA 0．2+Bq 0．1；(3)生根培养基： 

1／2MS+NAA 0．2。以上培养基中均附加2．0％蔗糖 

和 0．6％琼脂，培养基在 121℃条件下灭菌 20 

min。培养温度为(25~2)℃，光照时间为 12 h．d～， 

光强为25～30~tmo1．m-2．s～。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外植体处理 从健壮植株上剪取幼嫩枝条，剪 

去叶片，截成4 cm长茎段，在流水下冲洗 3 h。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0．1％HgC1，灭菌8 min，无菌 

水冲洗 5次；再用 2％ NaC1O灭菌 10 min，无 

菌水冲洗 3次，用无菌滤纸吸干水分。将茎段切 

成 1．0 cm长单芽茎段，切去叶柄，使芽向上接 

种到启动培养基中0、5 cm深。 

4．2启动培养 接种 10 d后在下切口处长出乳白色 

愈伤组织，之后腋芽开始膨大，向上生长 ，原 

茎段变粗，24 d左右腋芽长出心形单叶片，至40 d 

时长出4片叶，从第 3片叶开始是具 2～3小叶的 

复叶；单芽向上生长，高 5～7 cm。5 5 d后， 

茎段不再长高，少数茎段下部愈伤组织变绿，但 

未见芽长出，再延后培养，则大部分下切 口处愈 

伤组织长出粗壮根系。 

4．3增殖培养 剪取诱导出的芽段转接到增殖培养 

基中，每段留叶 2～3个，进行增殖培养。经过 

12 d培养，转接的芽段下切口处长出少量淡绿色 

愈伤组织。具顶芽的茎段继续向上生长，约5 d 

长出 1节，逐渐加粗生长；按 30 d为计，增殖 

系数为4。没顶芽的茎段在上部第一个腋芽处长 

出新枝，少数在上部 2个腋芽同时长出侧枝，按 

30 d统计，平均增殖系数为 5。 

4．4生根与移栽 将高2~3 cm的茎段去掉最下一个 

叶，转入生根培养基中培养，7 d后在茎段基部 

长出白色愈伤组织，12 d开始出现白色突起，之 

后 3 d很快长出根系，平均3～5条，平均生根率 

为94％，1 7 d时根系长达 2 cm，粗壮，后期 

逐渐变为浅褐色。当根长到4 cm时把培养瓶转到 

略高光低温处闭口炼苗 3 d，再开口2 d，准备 

出瓶培养。用细沙和落叶松针叶按 1：1比例混合， 

清水漂洗后在高压灭菌器中消毒 30 min，冷却后 

在培养箱中铺 8 cm厚，按株距 5 cm~5 cm打孔 

移栽。栽培环境温度控制在(25~2)℃，相对湿度 

为90％，光强为40,-．．60~tmo1．m-2．S～，移栽成活率 

达92％，苗高达 10 cm 时上钵培养。 

5意义与进展 辐叶鹅掌柴是五加科鹅掌柴属常绿 

乔木，原产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及东南亚热带地 

区，周年翠绿 ，养护管理简单，生命力强，具 

有较高观赏价值。辐叶鹅掌柴是我国近年引进的 

观叶花卉，在原产地通常采用播种或扦插方法扩 

繁，由于分枝少，生根慢，且去顶后株型不整， 

因此不利扦插采条，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 

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有关辐叶鹅掌柴的 

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本文建立的辐叶鹅掌柴组 

培快繁技术体系，为今后辐叶鹅掌柴用于规模化 

生产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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