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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丹百合鳞片及珠芽组织培养研究 

郭海滨．雷家军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辽宁沈阳1 IoI6D 

摘 要：以卷丹百合(Lilium lancifolium Thunb．)的鳞片及珠芽作为外植体．比较各种消毒时间和接种 

方法的效果和不同激素浓度对鳞片及珠芽的诱导增殖效果。结果表明。鳞片消毒以70％酒精 20s再 

用0．1％HgCl~12min效果最佳，珠芽消毒以70％酒精20s再用0．1％H~12 10min效果最佳；百合鳞片 

的分化能力外屡好于中层，中层好于内层；近轴面向上的鳞片诱导效果好于远轴面向上。卷丹百合鳞 

片及珠芽的最佳诱导培养基为MS+6一BA 1．5mg／L+NAA0．2mg／L。诱导出生长势较强、数量较多的不 

定芽。最适合的增殖培养基为MS+6一BA 1．0mgL+NAA0．2mg／L，增殖系数迭8．0，组培苗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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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m Scale and Bulblet Culture／n vitro oi'Lilium lancifolium Thunb． 

Guo Haibin．Lei Jiajun 

(cD Horticulture，Shenyang Agricultural Unweary,Shenyang 1 1016) 

Abstract：The bulb SCales and bulblets culture vitro of Lilium lancifolium Thunb were studied．The 

sterilization time．inoculation methods and the effect of plant hormones on inducement and proliferation 

were compared．Th e results showed 70％ Mcoho1 with 20s and 0．1％ Hgcl2 wit}l 1 2min was t}le best for t}le 

buIb scales sterilization and 70％ ~cohol with 20s，0．1％ HgC12 with l Omin for bulblets．Th e regeneration 

ability of external scales was better than the middle ones．which was better t}lan the internal ones．MS+6一 

BA1．5mg／L+NAA0．2mg／L could induce more and stronger shoots．Th e best proliferation medium W88 MS+ 

6-BA1．0mg／L+NAA0．2mg／L．The 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 was 8．0 with strong plant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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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丹 (Lilium lancifolium Thunb．)为 百 合科 

(Liliaceae)百合属(Lilium)的多年生球根类花卉。国内 

许多研究者对百合的组织培养进行过研究，但以栽培 

种居 ，而对于野生种的研究却很少【5]，尤其关于卷 

丹百合组织培养的研究。卷丹是在中国分布范围最广 

的百合属植物，分布于中国17个省区，花大色艳，抗性 

强，鳞茎既可食用又可药用，同时也是少见的三倍体 

种。生产上常采用鳞茎进行繁殖，但无性繁殖存在着繁 

殖系数小、种性退化等弊端。因此，运用组织培养方法 

既可大量快速繁殖，又可获得高质量种球，还可为其分 

子水平的研究打下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2003年 10月，试材来自沈阳农业大学花卉基地 

三倍体野生种卷丹百合 ilium lancifolium Thunb)，采 

集生长健壮、开花性状好、无病虫害的卷丹百合植株的 

鳞茎和珠芽。 

1．2试验方法 

1．2．1外植体消毒 剥取健壮、无病斑、光亮的完整鳞片 

及珠芽作为外植体，鳞片分成外层(最外两层)、中层 

(外数三至六层)、内层 (其余)，在流水条件下冲洗 

3~5h，然后分别把内、中、外层鳞片置于70％的酒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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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10~30s、0．1％H：gcl2中消毒 8～15min，把整个珠 

芽置于 7O％的酒精中消毒 20s、0．1％HgC12 5-12rain 

进行深层消毒，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 

1．2．2不定芽和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鳞片分成外层、 

中层、内层，切成0．5cm×0．5cm、1．0cm×1．0cm和 

1．2crnx 1．5cm的小块：将卷丹珠芽分为整体、单瓣两 

部分，单瓣珠芽又分成纵切、横切两种方式。观察不同 

处理方式及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不定芽及愈伤组织 

诱导的影响。 

1．2．3不定芽的增殖培养 把不定芽转入增殖培养基 

30d后，观察其生长情况，并计算增殖系数。 

1．2．4培养基 诱 导培养 基 MS+6．BA0．5～2．0mg／L 

+NAA0．2～0．5mg／L，共 4组。增殖培养基 MS+6．BA 

0．5~2．0mgCL+ 0．05～0．5mg／L，共 5组 。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消毒时间对卷丹鳞片及珠 芽消毒效果的影 

襄 1不同消毒时间对卷丹百合簟片消毒效果的影响 

响 

2．1．1不同消毒时间对卷丹鳞片消毒效果的影响 用 

酒精30s、0．1％HgCI2 15min处理，污染率最低，仅为 

15．O％，但鳞片的成活率也较低。酒精20s、0．I％HgCl2 

12min时，虽然污染率有所上升(27．5％)，但鳞片的成 

活率却达到最高62．5％，并且鳞片转绿时间也较短 

(8d)。只有转绿的鳞片最终才能诱导出芽，而且转绿 

的时间越短，表明鳞片受到的毒害最用越小，同时诱 

导出芽的时间也越短。因此，用酒精 20s、0、1％HgCl2 

12min消毒效果最好，既可以有效灭菌，又能保证较 

高的成活率和较短的诱导时间(表 1)。 

2．1．2不同消毒时间对卷丹珠芽消毒效果的影响 酒 

精处理20s、0．I％HgCl：处理 12m．in时污染率最低，为 

17．5％，但成活率较低，仅为35．O‰ 酒精处理20s、 

0．1％HgCl：处理 10min时，虽然污染率有所上升，但 

其成活率明显高于其它处理，为较适合珠芽的消毒时 

间(表 2)。 

2．2不同接种方法对卷丹鳞片及珠 芽诱导培养的影 

表 2不同消毒时间对卷丹珠芽消毒效果的影响 

响 O．5～1．0cm几乎不能诱导出不定芽(表 3)。虽然外层 

2．2．1不同接种方法对卷丹鳞片诱导培养的影响 外 鳞片诱导率最高，但是外层鳞片损伤严重、带菌多、失 

层鳞片转绿时间在 6~10d左右，诱导出的不定芽和愈 水较重，且数量少，故污染率也高，一般采用卷丹百合 

伤颗粒数目明显多于中层和外层鳞片，观察发现，鳞 中层鳞片的中、内部作为外植体的主要来源。将鳞片 

片基部形成不定芽的能力最强，中部其次，鳞片上部 切割成不同大小进行培养分化能力也有差别： 

裹 3卷丹鳞片不同部位对诱导不定芽殛愈伤颗粒的影响 

壁 量廑 ! 宣堕 ! 一 ： ￡旦 ： 一 苤堡 墼fdj ．三!三室苎墼 蜜堕墅墼墼 全 
外层 4．0．5．5 2．0．2．5 15 6-10 4．7 6．0 

中层 3．5-4．0 1．5．2．0 12 12-20 2．5 4．5 
内层 1．0．3．0 0．5．1．5 10 — 0．4 1．6 

0．5crux 0．5cm过小，不利于成活：1．Ocmx 1．Ocm和 

1．2cmx 1．5cm大小适宜，成活率高。 

2．2．2不同接种方法对卷丹珠芽诱导培养的影响 将 

卷丹珠芽以近轴面向上的方式置于培养基中进行诱 

导培养。珠芽整体培养的诱导率明显高于单瓣培养， 

但整体培养诱导出不定芽的数量却少于单瓣培养。单 

瓣纵切、单瓣横切基部的诱导率和诱导出不定芽的数 

量差距较小，但单瓣珠芽横切上部无诱导能力，不能 

诱导出苗，而基部的诱导能力较强，诱导率达到 

77．5％，这与鳞片的诱导情况相似(表4)。综合分析诱 

导率、诱导芽数及为了节省培养基，一般都采用卷丹 

百合单瓣珠芽的基部作为外植体的主要来源，珠芽的 

上部可以切除不用。 

2．3不同激素浓度对卷丹鳞片及珠芽诱导培养的影 

响 

鳞片由白色逐渐转变成紫色，最后转变成绿色，在 

转色的同时鳞片也有明显增厚的现象。在变成绿色的 

鳞片上，～部分不久会出现较大的颗粒状突起，该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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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卷丹珠芽不同接种方式对诱导不定芽的影响 

状突起直接诱导出绿色的不定芽，而卷丹百合的不定 

芽会直接长成绿色小鳞茎：没有变色的鳞片最后没有 

分化出愈伤颗粒和不定芽，逐渐死亡；而珠芽由紫黑色 

逐渐转变成绿色，而后长出不定芽，没有变色的珠芽最 

后 没 有 分 化 出 不 定 芽 。 培 养 基 MS+6．BA1．0 

mg／L+NAA0．2mg／L诱导出 定芽和愈伤颗粒的时间 

最短，但数量较少。培养基MS+6．BA0。5reedu_NAA 

0．5meJL不仅所用时间最长，而且数量最少，生长势 

弱，效果差。培养基MS+6一BA1．5 mg／L+NAA0．2 mg／L 

诱导不定芽和愈伤组织数量较多，生长势强，为卷丹百 

合鳞片及珠芽的最佳诱导培养基(表5)。 

2．4不同激素浓度对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将分化出的不定芽，接入不同的增殖培养基中，培 
裹。5不同激素浓度对卷丹鳞片及珠芽 

诱导不定芽及愈伤颗粒的影响 

鬻 囊 
BA1．0+NAA0．2 

BAl_5+NAA0．2 

BA2．O+NAA0．2 

BAn5+NAAO．5 

7 3 14 

12 5 20 

16 3 20 

l8 2 3O 

养30d后可形成丛生芽。用5种增殖培养基进行培养， 

发现MS+6-BA1．0mg／L+NAA0．2mg／L效果最好，增殖 

系数达8．0，生长势最强，叶片粗壮短宽，平均苗高 

5．4cm，且生根条数最多，可达 7．5条(表 6)。 

3讨论 

3．1卷丹百合鳞片外植体的内生茵问题 

虽然百合鳞片作为外植体易于诱导，但容易产生 

内生菌凄 过多次继代培养，培养物的组织内部出现向 

外污染的现象是由内生细菌滋生造成的。为防止内生 

细菌的滋生，试验将外植体用洗衣粉清洗后，又放入 

500mg／L的安素菌毒清试剂中消毒5rain。此外，针对 

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内生细菌，采取了二次消毒的措施， 

即把污染的组培苗放置于70％的酒精20s、0．1％的升 

汞 12min中进行消毒，再转接到新的继代培养基中培 

养。这两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生细菌的滋生， 

减少了后期污染。 

3．2卷丹百合鳞片接种方位对诱导培养的影响 

试验发现卷丹百合鳞片接种方位对诱导培养有较 

大影响。诱导能力依次是：外层>中层>内层，这与杭 

玲等(2001)【饲在龙牙百合的组织培养过程中得到的结 

论类似，王刚等(2002)m对兰州百合鳞片的组织培养研 

究中发现鳞片诱导芽的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外层、中 

层、内层。另外，近轴面向上放置于培养基上时，所形成 

的不定芽数目较多，芽长势较好、利于成活；而远轴面 

向上时，虽然也产生芽，但数量很少、长势较差，芽诱导 

时间变长。此外，诱导出的不定芽一般都在鳞片基部紧 

靠鳞茎盘的部位出现，沿边缘不规则排列。 

3_3卷丹百合的珠芽作为外植体的意义 

在百合的组织培养中，多采用鳞片作为外植体，但 

是卷丹百合珠芽的数量远远多于其它百合，采集非常 

方便，而且由于珠芽着生在植株的地上部分，外表坚 

表 6不同激素浓度对不定芽增殖情况的影响 

硬，本身所带菌量较少，不易受到损伤，污染率也较低， 

在继代培养时很少出现内生细菌滋生的现象，王红霞 

等tsj(2000)以通江百合珠芽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及 

脱毒研究。因此，利用珠芽再生培养具有很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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