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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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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冬青的新梢茎段为外植体进行了离体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筛选出适宜的诱 

导、增殖及生根培养基。结果表明：适宜的启动培养基为MS+6一BA0．5 mg·L1+GA31．0 mg·L1+ 

蔗糖 3％和MS+6-BA1．0 mg·L一％NAA0．05 mg·L +蔗糖 3％：适宜继代增殖培养基为MS+6- 

BA0．5~1．0 nag·L一’+NAA0．05 mg·L +蔗糖 3％：最适宜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0．4 mg·L一 

’+2．5％蔗糖。上述培养基均添加 0．6％琼脂。pH5．8，培养温度为25+2oC，光照强度为2000 1)【， 

光照时间 12h／d。采用混合基质作栽培基质，移栽成活率可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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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Ilex chinensis Sims)为冬青科冬青属 

常绿乔木，枝叶繁茂，葱郁如盖，果长球形，成熟 

时红色光亮，红若丹珠，分外艳丽，经冬不落，是 

优良的庭院观赏和绿化树种．也可作绿篱栽培， 

特别在园中的叠石和小丘上种植甚美；其材质 

坚韧致密，可制作工艺品；叶、树皮、种子及根可 

供药用。具有抗菌、清热解毒等功效。产于江苏、 

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南、两广地带， 

生于海拔 500～1000m的山坡常绿阔叶林中或林 

缘【 。如何快速繁殖这种几乎还是处在野生状 

态的优良树种，发挥其经济和生态作用，是目前 

园艺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常规播种繁殖，种子有 

隔年发芽的特性。生长缓慢。且种子繁殖后代性 

状分离不能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难以短期满 

足苗木市场的巨大需求；利用组织培养可以在 

短时期内获得大量的优良无性系植株。冬青属 

植物的组织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李登中【，】对 

金叶日本冬青(Ilex crenata)的组织培养与快速 

繁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梁珍海和刘根林等[41利 

用大叶冬青(Ilex lat lia Thunb．)叶外植体诱导 

的愈伤组织，形成再生体系。但目前对冬青的离 

体快繁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对冬青离体培养与 

快速繁殖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冬青的快速繁殖 

提供参考，也为进一步建立遗传再生体系和工 

厂化育苗提供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冬青材料于2004年 10月上旬取自南 

京中山植物园内生长健壮植株的新梢茎段。 

1．2试验方法 

1．2．1灭茵 剪取冬青生长健壮的枝条，除去叶 

片和虫病斑。用自来水流水冲洗 30min。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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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的乙醇处理 10 S．再用 

0．1％的HgC1 溶液灭菌 15 min，无菌水冲洗 6 

次。将材料切成带顶芽和腋芽的长 1．0cm的茎段 

接种到启动培养基。 

1．2．2培养基配方①诱导培养基：基本培养基为 

MS，添加 6一BA0．5rag·L- 和不同浓度 GA3组合； 

添加不同浓度的 6一BA(0．5、1．0mg·L )和NAA 

(0．05、0．1 mg·L )组合。②增殖培养基：基本培 

养基为 MS，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的细胞分裂 

素，即 KT、6一BA、2iP，浓度设置为 0．5、1．0、1．5、 

2．0mg·L- 四个梯度，每个处理均添加0．05哗 · 

L～NAA。在培养基中添加不同的生长素，即 

NAA、IAA、IBA，浓度设置为0．05、0．1 mg·L 两 

个梯度，每个处理均添加6-BA 1．0 mg·L- 。③生 

根培养基：在 MS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NAA 

和 IBA，浓度设置为0．05、0．1、0．2、0．4mg·L 四个 

处理。上述除生根培养基添加 25 g·L 蔗糖，其 

余添加30 g·IJ- 蔗糖、6．0 g·L-t琼脂，pH5．8。 

1．2．3培养条件 温度为 25~2 oC．光照时间为 

12 h／d，光照强度为20001x。 

1．2．4培养方法 ①芽的诱导：将灭菌的茎段切 

成 1．0 ClTI左右的带腋芽茎段．接种于诱导培养 

基上，每瓶接种5个外植体，重复 6次。②增殖 

培养：将诱导的腋芽新梢切下．转接到增殖培养 

基上。③生根培养：选择长势较壮、高约 3．0 cnl 

的芽转接到生根培养基。④驯化移栽：将根系发 

达、植株健壮的瓶苗打开瓶塞，移到自然光下炼 

苗 1周，洗净根部培养基，移裁到珍珠岩和腐熟 

土(1：1)的基质中，前期适当遮阴，保持较高的湿 

度。 

2结果与分析 

2．1冬青茎段腋芽的诱导 

2．1．1赤霉素 GA3对冬青腋芽萌发率的影响 冬 

青带腋芽茎段灭菌后，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中。根 

据木本植物的特殊性，诱导培养有时添加赤霉 

素，更利于腋芽的萌发。添加不同浓度的GA3对 

冬青萌发的影响如表 1，随着赤霉素的增加，萌 

发率随之增加。不添加赤霉素只有细胞分裂素 

6一BA时，萌发率为 33．3％ ，在处理中最低；当赤 

霉素浓度为 1．0 mg·L 时，萌发率在各处理中达 

到最大值，为 46．7％；赤霉素 0．5 mg·L 时，萌 

发率处于两者之间。即 GA3在 0～1．0 mg· t时． 

随着浓度的增加，有助于外植体腋芽的萌发．且 

腋芽伸长为新梢，节间较长。 

表 1 赤霉素 GA3对冬青萌发率的影响 

表2 6一BA及 NAA组合对冬青腋芽萌发率的影响 

2．2．2 6一BA及 NAA组合对冬青萌发率的影响 

不同细胞分裂素6一BA和生长素 NAA组合对冬 

青无菌系诱导的影响如表 2所示，在各处理中， 

以组合 6-BA1．0 mg·L-1+NAA0．05 mg·L 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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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率最高，长势最旺。随着细胞分裂素的浓度增 

加，萌发率升高，生长素 NAA超过 0．05 mg·L一 

时，表现出抑制作用，萌发所需时间长。 

2．2冬青无菌苗增殖培养研究 

2．2．1细胞分裂素种类和浓度对冬青无菌苗增殖 

的影响 将冬青诱导培养阶段获得的无菌腋芽 

接种于增殖培养基中，不同细胞分裂素对冬青 

的增殖的影响如表3所示，总体趋势为细胞分 

裂素浓度在 0．5～2．0 mg· 范围时，随着浓度升 

高，增殖率下降。在相同浓度下，6一BA比KT、2iP 

的效果好。具体表现在 6一BA0．5 mg·L 处理的 

植株生长良好，形成大量单株苗，其高度和粗度 

以及节间距离较均匀，且均生长良好，而在其他 

3种水平上，由于浓度过高，抑制增殖，节问较 

短，且部分出现弱苗现象，不适于大规模繁殖； 

经过KT处理生长的植株节间短，且部分不能伸 

长；经过2iP处理的无菌苗，在较低浓度下，植株 

生长良好，高度和节间均较理想，生长势较强， 

但是较高浓度下。会出现生长不良，甚至不分 

化、不增殖的现象。这是不同细胞分裂素对不同 

植物表现的不同特性。 

表 3 不同浓度 6一BA、KT、2iP对 

增殖培养的影响 

mg· 之间，平均根数与根长都随之增加，而生根 

率却以0．05 mg·L一 时最高。NAA在 0．05～0．4 

mg·L 之间，平均根数、根长也随之增加，而生 

2．2．2生长素种类和浓度对冬青无菌苗增殖的影 

响 不同的生长素及其浓度对冬青无菌苗的增 

殖影响如表4所示，在增殖过程中，细胞分裂素 

起主要作用，生长素辅助调节作用。在增殖率上 

看，以NAA最高，IAA次之，IBA最低。在0．05～ 

0．1 mg·L 浓度范围内，NAA、IAA的增殖率有 

逐渐升高趋势；IBA增殖率表现相反，但均有相 

同趋势，即随着浓度的升高，丛生性增强。从苗 

的质量来看，以NAA为好，单株较高，节间长； 

IAA处理形成节间短、高度较低丛生苗，不利于 

后期生长，需要壮苗，综合考虑，以NAA为宜。 

2．3生根培养 

2．3．1不同的生长素对冬青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将增殖阶段获得的无根冬青无菌苗接种于生根 

培养基中。不同生长素对冬青生根的影响如表5 

所示。在相同浓度下，NAA的生根率远高于I— 

BA，NAA在0．4 mg·L 时生根率达到 83．3％，而 

IBA的生根率最高为20．0％。总根数和平均根长 

方面，NAA的效果均比IBA的效果好。NAA与 

IBA在生根率和总根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即 

NAA在生根效果上比IBA好。IBA在 0．05～0．4 

表 4 不 同浓度 NAA、IBA 、IAA 对 

增殖培养的影响 

根率随浓度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在 NAA 0．4 

mg·L 时，根系状态最好，根系白色，侧根多而 

长。 

2．4驯化移栽 

根长达 2．0era左右、植株5．0em以上时，打开 

瓶盖炼苗 1周，然后用镊子从培养瓶中取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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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苗，洗净根部培养基，栽人灭菌的珍珠岩和腐 

熟土混合的栽培基质中。前期适当遮阴．保持较 

高的湿度，加强管理，20d统计成活率达到80％。 

3结 论 

3．1以冬青茎段为外植体，接种于添加O．5 mg· 

L 6一BA和 1．0 mg·L GA3的MS培养基有助 

于冬青的腋芽萌发。萌发率达到 46．7％：不添加 

GA3，只添加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时．以6一 

BA1．0 mg·L一+NAAO．05 mg·L 的激素组合萌发 

率高，长势较好，腋芽萌发率可达到 53．3％。 

3．2增殖培养中发现，在相同浓度下，6-BA比 

KT、2iP的增殖效果好，随着细胞分裂素浓度的 

表5 不同浓度 NAA、IBA对冬青无菌苗生根培养的影响 

增加，增殖率有下降之趋势，表现出抑制作用。 

在 NAA为 0．05 mg·L一时．配以 0．5～1．Omg·L 

6-BA或 0．5 mg·L 2iP可以获得较高的增殖 

率。增殖系数最高的培养基为MS+6一BAO．5mg· 

L一+NAAO．05 mg·L +蔗糖 3％，达到 4．80：综合 

考虑组培苗的质量和增殖率．生长素以NAA为 

佳，0．05～0．1 mg·L一浓度范围内可获得生长质 

量较好的冬青苗，且增殖率较高。 

3．3生根培养研究中，对生长素NAA和IBA在 

不同浓度下的生根效果进行比较发现，在相同 

的浓度水平上，NAA的生根率远高于 IBA，NAA 

在O．4 mg·L 时生根率达到83．3％，总根数、平 

均根长均比IBA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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