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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杜鹃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朱春艳 ，李志炎 ，鲍淳松 ，顾宏辉2朱丹华 

( 杭州植物园，杭州310013；2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杭州310O21) 

摘 要：云锦杜鹃是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利用价值的野生珍稀植物。以新发茎段为外植体，以WPM为 

基本培养基。研究了云锦杜鹃的组培快繁技术。结果表明，附加外源激素 1~5 mg／L浓度的zT能诱导 

腋芽分化。6～8周继代一次。不同浓度ZT对继代培养中的再生枝条数有显著影响，以0．5~1 mg／LzT 

处理的增殖系数和组培苗生长为优；不同pH值对增殖系数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组培苗长势有明显作 

用．以4．8～5．2处理较为适宜。将组培苗扦插在无土基质中，达到 85％以上的瓶外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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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Rapid Micropropagation of Rhododendron Fortu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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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angzhou Botanical Gardert，Hangzhou，310013；2Institute of Crops＆Nuclear Technology Application， 

2Zhejiang Academy ofAgricuhural Sciences，Hangzhou 310021) 

Abstract：Rhododendron fortunei is a wild ornamental plant with highly appreciative and useful value．／n 

vitro micropropagation technology of Rhododendron fortunei was aimed to be established using shoots as 

explants and WPM as fundamental culture medium．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xillary shoots could be in— 

duced by the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1-5 mg／L zeatin，and it needed 6-8 weeks for 

one regeneration．Difierent concentration of zeati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regenerated shoots．The 

best hormone concentration for shoot regeneration was at 0．5-1 mg／L from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views．The pH value which had obvious effect on shoot growth was appropriate at 4．8-5．2。although show— 

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generated shoots．／n vitro rooting percentage of 85％ was obtained when 

unmoted shoots were directly transplanted into soilless mix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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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杜鹃(Rhododendron fortunei)别名天目杜鹃，为 

杜鹃花科杜鹃花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生于海拔 

400～1900m的沟谷阔叶林中或山顶灌草丛中，零星分 

布于长江流域各省，但在浙江省天台县华顶国家森林 

公园内分布着几十公顷连片的云锦杜鹃群落 】。云锦 

杜鹃花大色艳，开花时略具芳香，叶片深绿色、有光 

泽，具有较高的园林观赏价值[31，并且富含较高药用价 

值的多种黄酮类化合物【4J。早在 150年前，由Robert 

Fortune在中国发现并以其名字命名的云锦杜鹃被引 

入欧洲，由于其花叶并美、有香味、抗热耐寒、种子结 

实率高，成为20世纪杜鹃花育种中最著名的亲本之 
一

。 用其作亲本培育出的Loderi和Dexter杂交组群 

的无数后代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近几年以常绿高山杜 

鹃身份也来到了中国【5]。目前，以种子或扦插等传统 

繁殖方式繁育云锦杜鹃存在如开花周期长、繁殖系数 

低、生根困难等诸多问题[61，迁移驯化方式，也不利于 

野生珍稀种质资源的保护，而通过组培快繁方法能迅 

速大量地获得再生群体。尽管国内外有关杜鹃花的组 

培快繁技术已有较多研究 ‘】，但未见云锦杜鹃成功 

组培快繁的报道。研究利用腋芽增殖方式，成功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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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芽分化；并且应用瓶外生根方法，成功获得大量组 

培苗，这将对野生云锦杜鹃瓷源的有效保护与开发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于2004--2005年在杭州进行。母株来自浙 

江省天台县华顶山的多年生已开花的野生云锦杜鹃。 

1．2外植体灭菌 

从母株中摘取当年新发嫩枝为外植体，剪去叶片， 

先在自来水中冲洗 l～2 h，再在0．I％HgC1 溶液中灭菌 

10—12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用吸水纸吸干 

消毒过的外植体，切成带有 1～2个腋芽的小枝条备 

用。 

1．3诱导与增殖 

将灭菌处理过的小枝条接种到以WPM为基本 

培养基的诱导培养基上，附~JnZT(玉米素)、NA．A(萘 

乙酸)、30 g门L蔗糖、8 g／L琼脂，pH5．o~5．4)【。2J。待新枝 

诱导形成后，切取新发枝条，移入 WPM增殖培养基 

中。约经8周后，在每个腋芽处出现新枝条，以后每隔 

6～8周继代一次。 

1．4 生根与移栽 

选取高度为2cm以上的继代组培苗，在室内散 

射光条件下炼苗 1周左右。用镊子取出丛生苗，洗去 

根部粘连的培养基，用剪刀将丛生苗分成小枝条。选 

择2 cm以上的小枝条，移入混有由泥炭和珍珠岩无 

土栽培基质组成的穴盘中，浇足水份，喷施杀菌剂，加 

盖塑料薄膜，进行瓶外生根。 

2结果与分析 

2．1外植体组织培养诱导分化生长状况 

在各次试验中，经灭菌接种后的外植体，约有 

10％ 30％在 1—2周内发生污染，另有 10％左右可能会 

在 2~6周内发生污染。外植体中的腋芽能在附加 

1-5mg／L ZT的WPM培养基中被诱导萌发。接种2周 

后，可以看到腋芽开始膨大，在4周左右，已有2~4张 

叶的小枝条形成，在 8周左右，小枝条的叶片数达到 

6~1O张，高度达到2--4cm，这时的小枝条仍较粗壮。将 

新发枝条切成带有多个腋芽的茎段，进入增殖培养， 

约6~8周后在每一腋芽处又能长出新的小枝条，枝条 

比原来细，但生长速度加快(图1)。以后每隔6～8周继 

代一次，平均增殖系数为3~6倍。在继代培养过程中， 

可以逐渐降低ZT的浓度，控制增殖系数不要太大， 

以利于培育壮苗。 

2．2培养基对继代培养的影响 

2．2．1不同激素浓度对继代培养的影响 不同外源激 

图 1云锦杜鹃组培苗继代培养生长情况 

素对云锦杜鹃组培苗的增殖将产生明显的影响[13]。试 

验中，不同浓度的BA、KT等外源激素均不能诱导或 

促进云锦杜鹃组培苗的生长分化，其增殖系数为零 

(数据未列出)，但附加不同浓度的ZT对组培苗的增 

殖系数和生长有显著的影响。结果表明(表 1)，随着 

表 l不同浓度 ZT对云锦杜鹃继代培养的影响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ZT浓度的提高，枝条发生数增加，增殖系数提高。 

0．1~o．2 metE ZT处理的枝条数与O．5 mg／L处理没有 

显著差异。但与 1～2 mg／L ZT处理存在显著差异。同 

时，ZT浓度低，表现出枝条较为粗壮，叶色深绿，ZT 

浓度达到2 mg／L时，细枝条增多，可利用枝条数减 

少，叶色变淡。由上可见，云锦杜鹃在继代培养过程中 

以附加 0．5—1 mg门L ZT较为合理。 

2．2．2不同pH值对继代培养的影响 在zT浓度为 1 

mg／L的WPM继代培养基中，调节不同pH值，调查 

不同pH值对云锦杜鹃增殖与生长的影响。培养基配 

制过程中发现，当pH值在4．4以下时，培养基琼脂凝 

固性明显下降，pH值在4．8以上时，凝固性趋向正常。 

表2不同pH值对云锦杜鹃继代培养的影响 

表2中可见，在同一激素浓度下，不同pH值对枝条数 

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生长势有明显作用。pH值较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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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叶色变淡绿，生长势趋弱，而pH值相对较高 

时(=5．6)，叶色变淡，生长势又趋弱。因此，云锦杜鹃 

继代培养中培养基pH值在4．8～5．2间较为适宜。 

2_3瓶外生根情况 

为提高组培效益，试验采取瓶外生根方法，对组 

培苗小枝条进行瓶外扦插生根。选择继代培养中 2cm 

以上的小枝条，将其直接移入无土栽培基质中。结果 

表明，云锦杜鹃组培苗小枝条能在基质中正常生根。 

扦插约1个月后小枝条开始有根系形成，3个月后根 

系已充满整个穴盘，其生根存活率达到 85％以上(图 

2)，从而大大节约了在实验室生根的时间和成本。3-6 

个月后，可将生根的穴盘苗定植到体积更大的容器中 

进行培养。 

图2云锦杜鹃穴盘苗田间生长情况 

3讨论 

在实验条件下，以野生云锦杜鹃嫩茎段为外值 

体，在附加ZT的WPM培养基上成功诱导出小枝条， 

经过继代增殖和瓶外扦插生根后，获得了大量组培 

苗，从而建立了云锦杜鹃组培快繁体系，这在国内外 

尚无报道 这将为云锦杜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 

供了有效保障和科学依据。 

与栽培种容易被诱导不同【7IB-qS]，野生高山云锦杜 

鹃由于生长在野外，枝条粗壮，灭菌困难，诱导分化相 

对复杂。但研究中由于培养基与激素使用得当，诱导 

率达到了50％以上。由于杜鹃花组培中外植体的诱导 

分化与使用的外源激素种类密切相关【】31，试验中发现 

云锦杜鹃对ZT的反应较为敏感。但ZT价格较为昂 

贵，笔者先用浓度相对较高的ZT(2～5 me／L)进行诱 

导，再用相对较低的 ZT(O．5—1 m )进行继代培养， 

这样～方面节约了成本，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增殖效 

果和组培苗质量。pH值对增殖效果不显著，但对组培 

苗质量有明显的作用，试验进一步证实了WPM培养 

基的pH值在5左右较为适 】。 

由于杜鹃花是木本植物，已有报道利用组培苗进 

行瓶外微条扦插生根方法获得成功il0,11】。研究利用此 

方法，在无土栽培基质上进行瓶外生根也获得成功。 

其生根存活率达到85％以上，因而大大节省了组培用 

工和成本，使云锦杜鹃组培快繁技术更为有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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