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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卷丹试管鳞茎的组织培养研究 

朱素琴，季本华，谢焕松，曹云英 

(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苏南通226007) 

摘要：以野生卷丹珠芽为材料，研究了不同浓度激素配比对试管苗和小鳞茎诱导、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 

试管苗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MS+1．0 mg／L 6一BA+O．1 mg／t,NAA，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1．0 mg／L 6一BA 

+0．2 mg／L NAA；试管小鳞茎诱导、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1．0 mg／L 6一BA+2．0 mg／L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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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丹(Lilium landfolium Thunb．)属百合科百合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上部叶腋具珠芽，鳞茎集补品、 

药品、食品为一身，发展前景极为广阔。长期以来， 

卷丹主要以鳞片、小鳞茎、珠芽繁殖，繁殖率低。珠 

芽繁殖需2年，小鳞茎繁殖需 1—2年，鳞片繁殖需 

3年。因卷丹结实率低或不结实，除杂交育种外，不 

采用种子繁殖。组织培养具有去病毒、繁殖快的优 

点，但瓶苗移栽成活率低，容易重新感染病毒。采用 

试管内形成鳞茎的组培方法，可提高成活率，降低污 

染和减少感染病毒的概率，并有利于种质保存。本 

试验对卷丹试管鳞茎组织培养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卷丹采自江苏省南通市军山，现种植于南通大 

学生物园网室内。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 2004年5～6月份，从卷丹 

植株叶腋处摘取健康饱满的珠芽作为外植体，用自 

来水冲洗干净，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酒精浸泡20 

s，再用0．1％升汞溶液浸泡 10 min，无菌水冲洗 5 

次，用消毒滤纸吸干表面水分后，接种于培养基上。 

1，2．2 芽的诱导培养基 (1)MS+0．5 mg／I~6一 

BA+0+05 mg／L NAA；(2)MS+1．0 mg／L 6一BA+ 

0．1 mg／I~NAA；(3)MS+1．5 mg／L 6一B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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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I~NAA；(4)MS+2．0 mg／I~6一BA+0．2 mg／I~ 

NAA；(5)MS+1．0 mg／I~6一BA+0．05 mg／I~NAA； 

(6)MS+1．0 mg／I~6一BA+0．2 mg／I~NAA；(7)MS 

+1．0 mg／I~6一BA+0．5 mg／I~NAA。共设 7个处 

理，每个处理接l0个外植体，重复4次。 

1．2．3 小鳞茎的诱导、增殖培养基 (8)MS+1．0 

mg／I~6一BA+2．0 mg／I~NAA；(9)MS+1．0 mg／L 6 

一 BA十2．5 mg／I~NAA；(10)MS+2．0 mg／I~6一BA 

+2．0 mg／I~NAA。 

1．2．4 生根培养基 (11)1／2MS+0．5 mg／I~ 

NAA；(12)1／2MS+0．5 mg／I~NAA+0．2％活性炭； 

(13)1／2MS+0．1 mg／L NAA；(14)1／2MS+0．1 

mg／I~NAA+0．2％活性炭。 

所有培养基均添加0．7％琼脂和 3％蔗糖，ptt 

值 5．8—6．0。 

1．2+5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25±2)℃，光照 12 

h／d，光照度2 000 lx左右。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的诱导分化 

将消毒好的珠芽切成5 mm x5 mm的小块接种 

到培养基(1)一(7)中。接种3—5 d后，珠芽开始 

膨大，并逐渐长出淡黄色颗粒状的愈伤组织；15 d 

后形成3—6个聚生在一起的芽丛，25 d后芽丛伸出 

绿叶长成无根苗。接种25 d后，统计每种培养基诱 

导芽的情况，结果见表 1。培养基(2)中芽的分化、 

生长情况最好，每个外植体平均增殖4．3个芽，分化 

出的芽数为3—9个不等，芽高可达2．4 em，长势粗 

壮。颜色鲜绿，且下端有圆球状突起；培养基(5)、 

(6)、(7)上芽生长也较好，25 d后芽高可达 1．9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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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长势也很好，只是分化数较(2)略少；培养基 

(1)、(3)、(4)上芽长势较差，生长缓慢。 

表 1 不同浓度激素配比对卷丹诱导芽的影响 

2．2 继代增殖培养 

待苗长到3 cm左右时，将其分成单株，转接到 

增殖培养基(2)、(5)、(6)、(7)上，对这4种培养基 

上芽的分化率、分化系数及长势、颜色变化情况分析 

比较，筛选出最适宜丛生芽分化及继代增殖的培养 

基为(6)号，即 MS+1．0 mg／L 6一BA+0．2 mg／L 

NAA，在此培养基中培养 1O一15 d后，从芽苗基部 

长出丛生芽，每个芽苗可分化出5—10个芽，平均 

20 d增殖一次。无根苗在此培养基中生长茁壮，叶 

色浓绿。 

2．3 小鳞茎的诱导 

将生长1个月的丛生芽切分成单芽，接种到培 

养基(8)、(9)、(10)上，10 d后芽底部开始部分愈 

伤化，上半部叶片开始变黄枯萎，下半部颜色逐渐变 

深、变肥厚，并且向内包紧，约 1个月后叶片完全干 

枯，形成深绿色鳞片紧包的小鳞茎。接种30 d后，统 

计每种培养基中产生的小鳞茎数，结果(表2)表明： 

(8)号培养基，即MS+1．0 mg／L 6一BA+2．0 mg／L 

NAA组合对小鳞茎的诱导率最高，达97．5％，且平均 

每个单芽产生的小鳞茎数亦最多，达到4．5个。 

表2 不同浓度激素配比对卷丹小鳞茎诱导的影响 

2．4 小鳞茎的增殖 

将初代培养出的小鳞茎纵切成2～4块，分别接 

种到(8)、(9)、(10)3种增殖培养基中，接种后30 d 

统计。结果(表3)表明，在MS+1．0 mg／L 6一BA+ 

2．0 mg／L NAA的(8)号培养基中，小鳞茎的增殖系 

数最高，达到 5．1。 

表3 不同浓度激素配比对卷丹小鳞茎增殖培养的影响 

2．5 根诱导 

将小鳞茎接到生根培养基(11)一(14)上，进行 

根的诱导。7 d后4种培养基上小鳞茎均能生根，但 

添加0．2％活性炭后，生根率达到100％，有70％以 

上的植株根数多于3条，且根长为1．0—2．0 em；而 

未加活性炭的培养基(13)，其生根率为85％，只有 

10％的植株根数多于3条，根长都小于 1．0 cm(表 

4)。另外，在附加活性炭的培养基上，小鳞茎直径 

达到5—8 mm，比未加活性炭的小鳞茎直径平均大 

1—2 mm 

表4 不同浓度激素配比对卷丹小鳞茎根诱导的影响 

2．6 小鳞茎驯化和移栽 

生根培养 14 d后，形成丛根且根长至2 cm左 

右开始炼苗。将培养瓶的瓶口打开，炼苗1～2 d即 

可移栽。小心洗净根部琼脂，避免伤根，将苗移人由 

珍珠岩、蛭石和腐殖土按 1：1：l混合而成的移栽 

基质中，浇透水，用塑料薄膜罩住，定时浇水确保土 

壤及大气湿度，温度为 10—25℃，空气相对湿度为 

80％左右，用遮阳网遮阳，隔 1 2 d施一次 1／2MS 

营养液。一段时问后，可喷一次多菌灵进行保苗。 

移栽后7 d开始长出新根，20 d后鳞茎下长出 1～4 

条白色的根，鳞茎上端露出绿色小叶，是移栽成活的 

标志，成活率达98％以上。图l为卷丹试管鳞茎组 

织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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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叶蕨的离体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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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革叶蕨的幼嫩根茎(母株新发生的匍匐茎)、幼嫩叶柄、幼叶作为外植体，诱导产生愈伤组织。研究 

表明，茎段用 HgCI2溶液浸泡 10 min、叶片和I1t-柄用HgC1 溶液浸泡3 min灭菌效果较好；MS+0．5 mg／L IAA+ 

0．1 ms／I NAA最适合诱导形成愈伤组织和幼芽分化；茎段尤其是走茎茎尖是诱导愈伤组织分化为幼苗的最适外 

植体材料；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MS+0．1 mg,／L NAA。 

关键词：革叶蕨；组织培养；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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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蕨(Rumohra adiantiformis)，别名铁羊齿、 

丽莎蕨，为三叉蕨科革叶蕨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羽 

状复叶大，翠绿色，边缘有锯齿，最下面的羽片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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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渐缩，外形略成三角状，整体散透皮革般的光 

泽。叶片采后生活时间长，插在水中可以存活一个 

月左右，是插花行业中最受欢迎的切叶材料，目前已 

成为世界范围内首选的切叶植物。革叶蕨是近年从 

国外新引进开发的园艺品种，目前处于种苗繁育阶 

段，仅有少量种苗供应市场，还远远不能满足插花业 

对革叶蕨切叶的需求。有关蕨类植物的组织培养已 

有报道_Jj，但革叶蕨的组织培养还未见报道。因 

芽的诱导分化 

小鳞茎的增殖 

芽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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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鳞茎的诱导 

试管鳞苇形成的苗 试管鳞茎苗长大成植株 

圈1卷丹试管鳞茎组织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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