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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P cfrnnf “ ，M如gd n口n 妇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建立再生体系。结果表明，在 1／2Ms+ 

6一BA0．1mg，L培养基上，芽诱导效果较好，增殖倍数为4．4；1，2Ms+IBA0．5mg几培养基适宜诱导不定根， 

诱导率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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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材料 尸 c m 以 譬 ∞，z 盯 植株来自南非比勒陀科亚地区。 

2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芽增殖培养基：(1)1／2Ms、(2)1／2Ms+NAA O．5mg／L(单位下同)、(3)1／2MS+ 

6一BA 0．1、(4)1／2MS+6-BA 0．25、(5)1／2MS+6一BA 0．5、(6)1／2MS+6-BA 1．0、(7)l／2MS+6一BA 0．5+ 

NAA 0．1；生根培养基：(8)l／2MS+2，4一D 0．5；(9)1／2Ms+mA 0．5；(10)l／2MS+NAA 0．5；(11)1／2MS 

+NAA 1．O。以上培养基均加人 3％蔗糖及 0．8％琼脂，pH 5．8—6．0。培养温度(26±1)cc，光照时间 16h／d， 

光照强度 2 0001x。 

3生长与分化情况 

3．1不定芽诱导 取幼嫩茎段，常规方法消毒，切成2．0～4．ocm 带顶芽或带节小段接种于芽增殖培养 

基(1)～(7)，15d后统计外植体不定芽诱导情况。结果发现，培养基(3)的诱导效果较好 (图1)，出芽 

较多，芽增殖倍数为4．4；(4)、(7)培养基上外植体的出芽数次之，芽增殖倍数分别为3．8和2．9；在培养 

基(1)上的外植体出芽数最少，芽增殖倍数仅为0．4。 

3．2生根培养 将增殖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8)～(11)，培养15d后统计不定根诱导率。结果表明，培养 

基(9)和(10)的生根效果最好 (图2)，生根率达65％；在培养基(11)上的生根率为55％；而接种在培养基 

(8)上 的芽生根 率最 

低，仅为6％。 

3．3炼苗与移栽 当 

试管苗长至 7～9cm 

时进行炼苗，洗去根 

部培养基，移至盛有 

洗净的细砂上栽培， 

室温下培养 7d后转移 图 1 诱导芽 图2 诱导生根 图3 移栽苗 

到温室大棚中栽培。15d成活率为70％，苗生长良好，植株健壮 (图3)。(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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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原球茎增殖(30d) 图3 诱导生根 

5意义与进展 疏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植物，为国家濒危名贵中药材，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可盆栽或地栽观赏。由于过度采挖，再加上其种子元胚乳，在野外需与真菌共生才能萌发，自然条件 

下萌发率极低，已濒临灭绝。人工栽培中虽然可用常规的分株繁殖获得种苗，但繁殖倍率低。本文用 

无菌播种获得了大量的试管苗，为其保护和开发应用摸索出一条有效的繁殖途径。其同属多种植物的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研究较多，但疏花石斛尚属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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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义与进展 Pf cf阳 f|f2“ ，，z日 以 ，zPn fs是唇形花科 (Lamiaceae)香茶菜属 (P cf ，2 )非洲 

本土生长的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南非比勒陀科亚地区，极具观赏价值。全株浅绿色，叶对生，锯齿 

边菱形，叶边缘为白色，中间为绿色；茎圆柱形；花数朵簇生枝顶或叶腋，花瓣和花蕊均为纯白色； 

喜温暖潮湿。本文探索 ，z ，z f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有效方法，可加速优良品种的引种和 

推广进程，为该种的大规模培养、推广种苗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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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根与移栽 丛生幼芽继代增殖 2次后，待其长至约2cm时，选取较健壮的芽于培养基(4)中进行 

生根诱导，培养 10～15d后可长出幼根(图3)，生根率和有效成苗率均达95％以上。待根长出3条或更 

多、长度超过 1．5cm时，进行炼苗并移栽，移栽基质为黄心土，移栽成活率达98％。 

4意义与进展 尾巨桉是尾叶桉(E“ q|fzy )与巨桉(E譬 )的杂交种，树干通直、均匀，具有适应 

性广、耐寒性强、速生丰产等优点，杂种优势明显，其优良无性系已在广西、广东、海南及福建等省(区) 

大面积推广。尾巨桉人工林面积已占全国桉树人工林面积的 40％以上，成为栽培面积最大的桉树无性 

系。桉树一般用芽器官进行组培快繁，但繁殖系数不高。本实验以尾巨桉的种胚为材料进行组织培养 

与快速繁殖研究，旨在进一步提高尾巨桉的组培繁殖系数，扩大其应用效率和范围，同时为利用基因 

工程技术对尾巨桉进行遗传改良，进一步提高抗性、木材质量和产量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