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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牙百合茎尖脱毒快繁及种球培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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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龙牙百合鳞茎在 58 cc下处理 1O一20 min，再在4O cc下处理72 h；茎尖大小为0．2～0，4 mm时的诱导 

成活率达 60％ ～66．7％。继代增殖培养基为 MS+1．0 mg／L BA+0．1 mg／L NAA时，其增殖系数是 3．36。培 

养基中4．5％ ～5．5％的食用糖和 60 d的培养时间利于鳞茎数量和质量的增加。移栽后的小鳞茎培育 8个月 

可达鲜重 22 g／个以上的脱毒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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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ngya lilium bullets were first treated at 58 oC for 10—20 minutes thcn at 38℃ for 72 h．The 

survival ratio with shoot—tip of 0．2—0．4 mm was 60．0％ 一66．7％ ．Th e reprogactiving coefficient of bulb 

was 3．36 whenamediumforcontinualculture was MS+1．0 mg／LBA+o．1 mg／LNAA．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bullet would be increased with a media added wit}l 4．5％ 5．5％ sugar an d cultured for 60 days．Each tran s— 

plan ted bulb could become virus—free bullet which weighed more than  22 g after 8 months’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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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牙百合(Lilinm brownii var．viridulum Baker)是我国名、特、优蔬菜，并具有多种药效，是集食、药兼 

用的食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龙牙百合历代以球茎进行无性繁殖，从而导致品种退化，病毒病蔓延。 

采用茎尖脱毒组培快繁可使品种复壮，也是目前脱去病毒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有关龙牙百合茎尖脱毒 

及组培快繁 “̈ 等方面的研究不少，但多是有关鳞片组织培养的报道，而有关龙牙百合茎尖脱毒组培快 

繁及培育达标农用种球报道少见。本文报道了龙牙百合茎尖脱毒、组培快繁及脱毒种苗移栽培育 8个 

月，获得平均单个鲜重 22 g以上的达标农用种球的技术研究，旨在为规模化繁殖脱毒龙牙百合种苗、种 

球生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以江西万载龙牙百合鳞茎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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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地点 

在江西省科学院植物良种研发基地(高安祥符)进行。 

1．3 试验方法 

1．3．1 外植体处理方法 选取龙牙百合鳞茎洗净，剥去外鳞片，使鳞茎直径为 1．5 cm左右，于(58± 

1)℃温箱中分别处理 10，20，30 min；再在(38±1)℃温箱中处理72 h，取出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 

于 =70％酒精浸泡30 s，无菌水冲3～4次；再用 1 g／LHgC12处理10～20 min，无菌水冲洗4—5次；双 

筒显微镜下剥离出0．2—0．4 1Tlrtl茎尖，并迅速接种到诱导分化培养基中。 

1．3．2 培养方法 基本培养基为MS，附加不同的植物激素，培养温度(25±2)℃，光照强度1 500 1)【， 

光照时间11 h／d。琼脂条6 g／L，食用蔗糖35-75 g／L(产地：广西柳州)，调pH值至5．7—5．8，茎尖诱 

导每瓶 3个材料，芽苗分化、生根试验平均5瓶 1个处理 ，每瓶 10个材料。 

1．3．3 种苗栽培方法 种苗移栽地每公顷施干猪粪(Ft2湿：Ft2千=3：1)10 500 kg、磷肥 750 kg、复合肥 

375 kg、石灰750 kg作基肥，整地时将基肥与土混匀，然后作畦、畦宽90 cm。脱毒龙牙百合苗移栽前打 

开瓶盖炼苗 1 d，洗去根上琼脂，然后按8 cm×25 cm的株行距直接移人大棚畦地，在不同生长期间分别 

追施氮、磷、钾肥。 

2 结果与分析 

2．1 茎尖脱毒与培养 

把大小为0．1 cm的茎尖作为脱毒材料是较安全的，因其本身一般不带病毒，但剥离操作及诱导培 

养难度大；而茎尖在0．2—0．4 cm大小时较好操作，但不够安全。由于植物组织中的病毒粒子在高于正 

常的温度下，其组织中很多病毒可被部分或完全纯化，而且热处理温度越高、时间越长、纯化效果越好， 

但反过来一般又容易伤害植物组织 ，难以获得所需的材料(表 1)。 

表1 热处理时间对茎尖培养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the time of heat—condictlon OI1 shoot一邱 cultivation 

注：培养基为表2中3号；污染数除夕 

从表 1可以看出，茎尖在(58±1)℃温箱中先处理 30 rain，后在 38℃温箱中处理 72 h，培养时褐 

化程度较重，诱导率只有46．7％，20 min的处理为60％，在温箱中处理 

10 min，茎尖诱导率为66．7％。可见高于正常温度的热处理，随着处理 

时间的增加，植物组织的受害程度加重。茎尖在加有不同的激素的培 

养基中，15 d开始均有浅黄色愈伤组织发生，不同激素的诱导结果表 

明，在BA 0．2—1．0 mg／L、NAA 0．1 mg／L时，添加2，4一D 1．0—1．5 

mg／L，对茎尖愈伤组织的诱导生长和小鳞茎的分化可起到很好的效果， 

愈伤组织率均达到 100％，并且长势较快。当愈伤组织长至30 d时，表 

面有淡绿色小突起，继续培养至70 d左右，表面的绿色突起形成多个肉 图1茎尖诱导的愈伤组织分化芽 

眼可见的小鳞茎，并逐渐长大(图1)。不加2，4一D的1号培养基，浅 ngJ ud of删uchon bY hoot-tip 

黄色愈伤组织生长相当缓慢，经培养60-70 d时，可见芽发生，并逐渐伸长形成芽苗(表2)。这些由茎 

尖培养获得的芽苗，经由电镜、A一蛋白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表明，脱毒率为100％。 

2．2 鳞茎的继代与增殖 

由表3可知，当NAA质量浓度为0．1 mg／L时，BA的质量浓度升高，繁殖系数增加；当BA质量浓 

度升至2 mg／L时，繁殖系数却下降，同时NAA质量浓度增加，对增殖也略有影响。 

作为碳来源的糖的浓度对鳞茎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试验表明，糖质量浓度增加，增殖系数增加明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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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糖质量浓度增加到55 g／L以上时，鳞茎增殖系数变化不明显，甚至有所下降；而鳞茎个体却随着糖质 

量浓度增加而增大。同时培养 60 d的鳞茎直径日增长量均大于培养30 d的鳞茎增长量，这可能是鳞茎 

的增长对养分的吸收、贮存、转化在 30 d以后达到较高值(表4)。 

表 2 不同激素质量浓度对茎尖培养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s of increlion on shoot—lip cultivation 

表 3 不同激素质量浓度对鳞茎增殖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s ofincretion on mulfipficafion ofbulb 

表4 不同糖质量浓度和培养时间对鳞茎形成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concentrallons of sugar and time of cultivation on growth of bulb 

注：鳞茎直径生长速率 =(培养后鳞茎直径 一接种时鳞茎直径)／培养时间。 

2．3 脱毒试管苗生根与移栽 

龙牙百合试管苗生根较容易，在添加有适宜浓度生长素的培养基中均能达到98％～100％的生根 

率。但笔者在比较了几种生根培养基的生根率及根的生物学特点后，认为 1／2MS+NAA 0．2～0．3 mg／ 

L是最佳生根培养基。在此培养基中，7～10 d始发根，20—25 d根出齐，生根率 100％，这时根长 1～2 

cm，较粗壮，黄白色，根数4～10根左右，非常有利于苗的移栽及成活(表 5)。 

表 5 培养基成分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 on the tube—shoot rooting induction 

注：培养天数为 25 d。 

将洗净根部琼脂的脱毒试管苗，接 8 cm×25 cm的株行距规格直接 

移栽于大棚土中，栽时小鳞茎离土表 1．5～2 cm即可。栽完后，轻浇水 ， 

使苗根系与土壤结合。30 d后，移栽苗生出新根，逐渐扎于土中，并有新 

叶生出(图2)。温度对苗的移栽影响很大，试验结果表明，在自然气候条 

件下，从当年的l0月至翌年的2月，大棚温度较利于苗的移栽，并且 1次 

性移人土中，只要注意保湿、保温，成活率平均可达到96％。 图2移栽的脱毒试管苗 
Fig．2 Transplanted virus-free bul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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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脱毒种球的培养管理 

试管小鳞茎移栽土中30 d后，有新根生出，并且地上抽 

出1～2片新叶，这时可喷洒2 g／L KH PO 2．5 kg／hm ，以促 

进小鳞茎的扎根；小鳞茎生长到第 3～4个月时，叶片生长迅 

速、加宽加厚，分别追施 22．5 kg／hm 复合肥 +75 kg／hm 尿 

素；第5个月中耕锄草、培土1次，并追施300 kg／hm 复合肥 

+腐熟饼肥450 kg／hm ，以促进鳞茎增大。如在5、6月，要 

用灭蚜松乳剂 1 000～1 500倍喷洒防治蚜虫，小鳞茎经过 8 

个月的生长，可达到鲜重 22 g／个的重量，重的有30～35 个以 

上 ，达到农用种球标准(图 3)。种球个体较高，色泽白，品质 

得到恢复。 

3 讨论与小结 

图3培育8个月的脱毒种球 
Fig．3 Virus-free bulbs cultured for 8 1"110／1tll8 

(1)茎尖生长点在0．1 mill时，一般不带病毒粒子，但是剥离技术要求高，而且越小也越难诱导培 

养。茎尖大小为0．2～0．4 mm时，不带或携带的病毒粒子较少，也相对较好操作与培养 ，同时结合热处 

理，使病毒粒子得到钝化 j，提高了脱毒效果。试验证明，外植体在58℃温箱中处理 10～20 min，再在 

38 ℃温度下热处理72 h，结合 0．2～0．4 mill大小的茎尖培养，可获得完全脱去4种主要危害百合的病 

毒粒子，即：百合无症病毒、百合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和百合班驳病毒。 

(2)作为碳源的糖的质量浓度对鳞茎的增殖与增重影响较大。糖是鳞茎生长、贮存、转化能量的物 

质，随着鳞茎个体的增大，需要吸收一定的能量进行转化；但高浓度的糖，却对鳞茎的增殖不明显。甚至 

由于含有高浓度糖的培养基较易发生硬化，影响鳞茎吸收养分，同时使得培养基中的渗透压增高，易对 

分化形成的小鳞茎细胞组织产生伤害，从而影响了增殖系数。30 d和60 d的培养时间对小鳞茎个体增 

大对比试验表明，后 30 d的小鳞茎日生长量较大。因此，笔者认为采用45 g／L的食用糖、培养 60 d可 

收到既增殖又增重的效果，同时还节约了糖的成本，利于规模化生产。 

(3)经过几年的摸索，试管鳞茎苗要培育成单个鲜重22 g以上的农用达标种球：首先，试管苗根系 

要健壮，鳞茎要实，而且土质应疏松，土壤颗粒要越小越好，这样利于移栽成活；其次，脱毒种球培育，肥 

料是关键，不仅要打好基肥基础，而且追肥不能少，尤其是苗和鳞茎生长旺盛的两个时期，一定要定量追 

施肥料；再次，脱毒种球最好在有防虫网的棚内进行，并严格控制防蚜。获得的原种脱毒种球经生产使 

用，未发现病毒病感染现象，且表现出苗率高、生长旺盛、商品鳞茎个体高、品质好等特征。但脱毒原种 

球经用户自行留种繁殖 2～3代后 ，应进行更新换种，以保证脱毒 良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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