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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韦塔桉组培的全过程 ,对培养过 程中 芽丛的 生长 和生 根情况 进行 探讨 ,得出 继代 增殖培 养基 以改 良
MS1 + 6 - BA 0. 5mg/ L + NAA 0. 2 mg/ L最佳 ,生 根培 养基 以改 良MS2 + IBA 0. 5mg/ L + NAA 0. 1 mg/ L为 最 佳

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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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Eucal yptus wetar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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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otal process of expl ant i nduction ,shoot regeneration and rooti ng of E. wet arensis

i n ti ssuecul ture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 The opti mal cultureconditions were establi shed by the

comparati ve experi ments of dif ferent concent rat ion combinat ions of many growth regulator s as

follows: (1) shooti ng subculture medi um : MS1 + 6 - BA 0.5mg/ L + NAA 0.2 mg/ L ; (2) root

cul ture medium MS2 + IBA 0.5 mg/ L + NAA 0. 1 mg/ L .

Key wor ds: E. wetarensis; ti ssue culture;medium

　　韦塔桉 ( E. wet arensis) 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群岛

树种 ,自然分布以韦塔岛为主 ,南纬 8 - 10°海拔可高

达 3000m[ 1] 。1995 年引入我国作子代测定试验 ,结

果表明 7 年生树高最高达到22. 7m ,胸径23. 2cm ,胸

径最高达到 30cm ,树高 20m。该品种经过台风 、暴

雨 、病虫害等的检验 和自然选择 ,结合以 后的生长

量 、木材密度等指标的分析 ,最终筛选出三个种批为

适生于华南地区的优良品种 。桉树 研究中心 2001

年已培育出经过国家林业局认定的两个新品种 :新

桉 1 号和新桉 2号 。试验表明韦塔桉表现出良好的

抗性和生长性能 ,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适宜生长在
华南大 部 分 地 区 ,要 求 夏 季 降 雨 , 年 降 雨 量 在

1000mm以上 ,较耐贫瘠和干旱 ,但要求种植地冬季

少霜冻或无霜冻。在栽培措施上 ,该品种与 一般的

桉树丰产林无异 ,以疏松 、湿润 、肥沃的土壤 能发挥

其速生优势 。本文利用植物细胞的全能性 ,在无菌

和适宜的人工培养基的条件下培育完整植株 。探索
韦塔桉两个品系的组培繁殖技术 ,以 加速韦塔桉新

品种的推广 ,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取韦塔桉优树砍伐后促萌 ,采 集生长发育正

常 、无病虫害的萌芽条作外植体 ,尽量保湿带回组培
室处理 ,萌芽条长度 30 - 60cm ,部分枝条较老 。

1.2 　外植体的处理
选取枝条中上部半木质化茎段 ,不要顶芽 ,剪去

叶片留叶柄约 01 5cm ,首先用洗洁精洗一次 ,然后用
流水冲洗 20mi n左右 ,在超净台上用 75 %酒精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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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 ,无菌水冲洗 2 次 ,换无菌瓶用 01 1 %的 HgCl2

溶液消毒 2 - 8mi n ,无菌水冲洗 4 - 5 次 ,切 取 1 -

2cm 带 1 - 2个腋芽的茎段作外植体 ,用无菌滤纸吸

干水份 ,然后将其插入诱导培养基。
1. 3　培养基

1. 3. 1 　诱导培养基

采用基本 的 MS 培 养基 ,附加 激素 养 6 - BA

01 5 - 11 0 mg/ L ,白糖 30g/ L ,琼脂 318g/ L ,pH 值
51 8 ,发芽率最高 30 % ,有单生芽也有丛生芽 。

1. 3. 2 　基本培养基

采用以 MS和改良 MS1 作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

附加激素养 6 - BA 0.5mg/ L 和 NAA 0. 2mg/ L ,白

糖 30g/ L ,p H 值 5. 8 ,在相同的条件下接种 20 瓶 ,

每瓶接种 10 个丛芽。

1. 3. 3 　增殖培养基

在基本培养基选择改良 MS1 的基础上 ,分别附

加 6 - BA 0. 5、1. 0、1. 5mg/ L 和 NAA 0. 1、
0. 2mg/ L ,白糖 30g/ L ,琼脂 3. 8g/ L ,pH 5. 8 ,共 6

个处理 ,每个处理接种 20瓶 ,每瓶接 10 个丛芽 。

1. 3. 4 　生根培养基

选 择 改 良 MS2 作 基 本 培 养 基 , 附 加 激 素

IBA 0.5、1. 0、1.5mg/ L和NAA 0. 1、0. 2、0. 5mg/ L ,

白糖15g/ L ,琼脂4. 2g/ L ,pH 值 5. 8 ,共 9 个处理 ,每
个处理接种 15 瓶 ,每瓶 10 株。

1. 4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 24 - 32 ℃,采用日光灯 加强光照 ,光
照强度 2000 - 3000Lux ,光照 时数 10 - 12h/ d。一

般接种后的一周采用弱光培养 ,之后采用强光培养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基本培养基对继代材料的影响

表 1　两种基本培养基对芽生长的 影响

基本
培养基 丛芽数 培养时

间 (d)
增殖
倍数 生长表现

MS 200 20 2. 1
丛芽生长正常 ,芽

条粗壮 ,叶 色绿

改良 MS1 200 20 3. 2
丛芽生长正常 ,芽

条粗壮 ,叶 色绿

　　从表 可以看出 ,两种基本培养基在激 素和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均能使继代苗增殖 ,并且均可

以得到正常的芽条 ,所不同的是增殖倍数 ,改良 MS1

明显高于 MS,所以选择了改良 MS1 作增殖培养的

基本培养基 。

2.2 　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对丛芽分化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 ,有的组合增殖 率不高但适合
于直接进入生根阶段 ,省去了壮苗阶段 ,有的组合增

殖率高有利于扩大繁殖 ,我们的目标 不同选择的激

素浓度也不同 ,一般情况下激素浓度 过高过低均不
利于苗木的生长 。综合多方面 的适应性和 培养目

的 ,使用 6 - BA 0. 5 和 NAA 0. 2 激 素组合较适合

生产需要 。

表 2 　不同 浓度的 6 - BA 和 NAA 组合对丛芽分化的影响

6 - BA
(mg/ L )

NAA
(mg/ L )

丛芽数 增殖
倍数 生长 表现

0. 5 0. 1 200 3 . 25

丛 芽 较 粗 壮 ,色

绿 ,高度 适宜 ,比

较有利生根

0. 5 0. 2 200 3 . 53
丛芽 粗壮 ,色绿 ,

高度适宜生根

1. 0 0. 1 200 4 . 40

丛 芽 较 多 细 弱 ,

叶 片 较 小 ,颜 色

早 期 较 好 ,不 利

于直接 进入 生根

培养

1. 0 0. 2 200 4 . 22

丛 芽 多 且 细 弱 ,

略 长 ,不 利 于 直

接生根

1. 5 0. 1 200 3 . 32
丛 芽 多 ,节 间 较

短 ,较幼嫩 ,色绿

1. 5 0. 2 200 3 . 56
丛 芽 多 ,节 间 较

短 ,较嫩 ,色绿

2.3 　不同浓度 IBA 和 NAA 组合对生根的影响

当继代增殖苗生长到 2cm 以上时 ,选取生长健
壮 ,叶片伸展的单株接种于不同的生根培养基 ,接种

后 7 - 10d开始生根 。

从表 3可以看出 ,不同激素组合 对生根的影响

极大 ,激素过高生根率反而降低 ,易出现愈伤组织 ,

而且茎上长势也不理想 ,对移栽成活 率也会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 。由此看出使用IB 和N 为
生根的最佳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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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浓度 IBA 和 NAA 组合对生根的影响

IBA (mg/ L ) NAA (mg/ L ) 接种株数 出根株 数 出根率 ( %) 生长情况

0. 5 0. 1 150 121 80. 7 根系发达 ,每株 1 - 3条根 ,茎上良好

0. 5 0. 2 150 109 72. 7 根系发达 ,根 1 - 3条 ,茎上良好 ,色绿

0. 5 0. 5 150 130 86. 7 根系发达 ,基部小块愈伤 ,茎上 良好

1. 0 0. 1 150 137 91. 3 根系较发达 、多条 ,基 部有 小块 愈伤 ,茎上良好

1. 0 0. 2 150 107 71. 3 根系较多 、多条 ,茎上 长势 一般

1. 0 0. 5 150 113 75. 3 根系多条 ,茎上长势一般 ,基部 有愈伤

1. 5 0. 1 150 78 52. 0 根系发达 、多条 ,短粗 ,茎上一般

1. 5 0. 2 150 85 56. 7 根系较发达 、多条 ,茎 上节 间较 短

1. 5 0. 5 150 81 54. 0 根系较发达 、多条 ,基 部有 较大 愈伤 ,茎上节间较短

　　注 :接种后 10d调查出根数量 。

2. 4　生根苗的移栽
待生根苗接种 10d 后 ,根长 1cm 以上 ,将瓶苗

移到强光处炼 苗。一般情况 一周后小苗 的叶片展
开 ,茎干略带红色即可移栽 。移栽前一两天 将瓶盖

松开 ,准备好基质 (黄心土)并用高锰酸钾消毒 。移
栽时轻轻取出小苗 ,用清水洗净残留在基部 的培养

基 ,栽种于准备好的基质 ,淋透水 ,精心管理 保持一
定湿度成活率可达 85 %。

3 　小结与讨论

31 1　本试验所采外植体经过了长途运输 ,对消毒有

一定程度影响 ,且出芽率不高 ,一般来说采集外植体

要尽量避免长途运输 ,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最好先
用泥土扦插 ,待发出新芽后再采集 ,如果条件允许最

好两项同时做 ,这样一来成功率会更高 。
31 2　我们共采集韦塔桉 15 个无性系 ,成功 培育出

10 个无性系继代苗 ,本次试验主要针对 3 个无性系
进行 ,各无性系间差 异较大 ,且随着继代 次数的增

加 ,增殖率和生根率均有所下降 。
313 　继代增殖时 ,随着细胞分裂素的增加可以增大

增殖倍数 ,但是有效芽的数量会降低 ,不利于直接进
行生根 ,必须先壮苗再生根 。

314 　继代苗均有发红现象 ,且相对其它杂交桉来说
较幼嫩 ,继代周期不能太 长 ,两周 后不接种 极易死

亡 ,继代的 初期 长势 非常 快 ,一周 可以 达 2 - 3cm

长 。

315 　生根培养时也试用过 ABT 生根粉和根太阳促
根 ,但是效果均不如 IBA 和 NAA 组合 。

316 　移栽试用过泥土与其他轻基质混合 ,由于管理
及其它原因 ,成活率不高 ,将来还需继续这方面的试

验 。另外 ,试用继代苗直接瓶外生根 ,由于种种原因

成活率也不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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