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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卷丹的鳞片作为外植体 ，比较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鳞片的诱导增殖效果。结果表明，卷丹鳞片的 

最佳诱 导培养基为 MS+6-BA2．0 mg／L+NAAO．2 mg／L，可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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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1．0 mg／L+NAA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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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bulb scales from Lilium lancifolium as the explants，inoculation methods and the 

effect of plant hormones on inducement and proliferation were compared．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regeneration ability of external scales was better than the middle ones，which was better than the in— 

ternal ones．The paraxial scales that faces upward were tend to induce buds，reversely，the paraxial 

scales that faces downward were tend to induce callus．The appropriate mediums for inducing bulb 

scales was MS+6-BA1．5 mg／L+NAAO．2 mg／L in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adventitious buds grew 

strongly．The best optimum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and subculture was MS+6-BA1．0 mg／l + 

NAA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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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丹(Liliurn lancifolium)，又名倒垂莲，虎 

皮百合，是多年生草本，为百合科(Liliaceae)百合 

属(Lilium)的多年生球根类花卉 。具 白色广卵球 

状鳞茎，茎褐色或带紫色，被白色绵毛；单叶互生， 

长圆状披针形，上部叶腋常具珠芽；花 3～2O朵， 

下垂，橙红色，花被片反卷，内面具紫黑色斑点 ]。 

卷丹百合鳞茎含少量蛋白质、淀粉、脂肪及微量秋 

水仙碱 ，为滋养强壮 、镇静、祛痰药 ，茎 、叶还具有 

消炎止疼的作用 ，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鳞茎中含 

有淀粉，故可用其提取淀粉及煮熟或淹渍后食用， 

还可酿酒，具有一定的食用价值；除此之外，花朵 

大，姿态美，花期长，可作为花坛栽植或盆栽，还是 

切花产品的主要来源，极具观赏价值 ]。为了提 

高百合的快速繁殖，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国 

内学者在百合的组织培养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研 

究。目前，百合的组织培养可以利用许多部位，如 

鳞茎、鳞片、珠芽、花粉、叶片、花瓣、花托等器官或 

组织作外植体，大规模 的生产都能顺利 的再生 出 

小植株，移栽也有较高的成活率。据不完全统计， 

已培养成功的种及杂种约有三 、四十种『3]。其 中 

毛百合 (L．dauricum)、麝香百 合 (L_longiflo- 

rum)、火百合(L．star gazer)、青岛百合(L．ts- 

ingtauens)、细叶百合(L．pumilum)、宜兴百合 

(L．1eucanthu)、精粹百合(L．pithy)、南川I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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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osthomii)、野百合(L．browniif)等都是以 

百合球茎鳞片进行离体组织培养研究，探讨丛生 

芽诱导、继代增殖培养、生根培养及移栽等方面的 

快速繁殖技术 。 。 

本研究以卷丹百合鳞片作为外植体，应用组 

织培养法，比较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鳞片诱导和 

增殖效果的影响，为卷丹种苗快速繁殖及大面积 

推广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取卷丹的鳞片为试验材料 ，采 自陕西理工 

学院校 内苗圃。 

1．2 方法 

1．2．1 培养基 采用 MS培养基，再添加不同种 

类、不同浓度配比的激素，做诱导和增殖培养。诱 

导培养基 ：MS+6-BA 0．5～2．0 rng／L +NAA 

0．1～1 mg／L，共 16组。增殖培养基 ：MS+6-BA 

0．5～2．0 rng／L+NAA 0．05～0．5 rng／L，共 16 

绢 。 

HgC1 消毒 10 rain，然后用无菌水 冲洗 5次。 

1．2．4 不定芽和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材料接种 

诱导培养基中，30 d后观察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 

不定芽及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 

1．2．5 增殖培养 将初代培养的不定芽转入增 

殖培养基中继代培养，30 d后观察并记录生长情 

况 ，选出一个最佳的增殖培养基 。 

2 结果及分析 

2．1 不同激素浓度配 比对不定芽和愈伤组织的 

诱导效果 

接种 6～10 d后，鳞片先由白色逐渐转变成 

褐色，最后转变成绿色 ，在转色的同时鳞片有明显 

增厚现象。在变成绿色的鳞 片上 ，先 出现淡绿色 

的胚状体，然后由胚状体直接诱导出不定芽，而卷 

丹百合的不定芽会直接长成绿色小鳞茎(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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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培养基(4)转绿时 

间最早，但不定芽和愈伤组织的诱导效果不太好； 

培养基 (3)和 (14)转 绿时 间都为 8 d，但 培养 基 

1．2．2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 20～25℃，光照 (14)中的不定芽和愈伤组织数量最多，生长势强， 

强度为 1 000 1 500 lx，光照时间每天 12～24 h。 为卷丹百合鳞片的最佳诱导培养基(表 1)。对表 

1．2．3 外植体消毒 从苗圃中挖取卷丹鳞茎，流 1统计分析表明，对诱导起主要作用的为 6-BA， 

水冲洗一夜。选取健壮、无病斑的鳞片作为外植 其次为 NAA，6-BA 在 0．1水平上差异显著， 

体，将其置于 75 的酒精中消毒 10 S，再用 0．1 NAA在 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 1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卷丹鳞片诱导不定芽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s compositions on the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 

6-BA／NAA 污染率／ 诱导芽数／个 愈伤颗粒数／个 转绿天数／d 
／(mg／L) The rate of pollution Number of buds Number of callus Time to turn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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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初代培养诱导产 生的不定芽 

Fig．1 Adventitious buds induced from primary culture 

图 2 增殖培养中不定芽形成无根苗 

Fig．2 The nothing root seedling induced from 

adventitious buds in proliferation culture 

图 3 初 代培 养中的生根现 象 

Fig．3 The phenomenon of radication in primary culture 

3 讨 论 

百合鳞片作为外植体易于诱导，但容易产生 

内生菌。为防止内生细菌的滋生，试验将外植体 

用 自来水冲洗 24 h，然后置无菌水 中浸泡 5 rain， 

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生细菌的滋生 ，减少后期 

污染。百合鳞片作为外植体进行初代培养时，出 

现鳞片褐变的现象 ，主要是由于组织中多酚氧化 

酶被激 活，氧 化 酚 类 物 质 产 生 醌 类 物 质 造 成 

的口 。在继代培养中加入 0．01 的聚乙烯吡咯 

烷酮 ，可以很好地抑制褐变的发生。 

试验结果表明，在不添加激素的对照 MS培 

养基里，诱导鳞片出芽和增殖不仅所用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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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数量最少 ，生长势弱 ，效果差。培养基 MS+ 

6-BA2．0 mg／L+NAA0．2 mg／L诱导不定 芽和 

愈伤组织数量较多 ，生长势强 ，为卷丹百合鳞片的 

最佳诱导培养基。MS+6-BA1．0 mg／L+NAA 

0．2 mg／L对不定 芽的增殖诱导 效果 最好 ，生长 

势最强，平均苗高 5 cm左右，为最佳增殖培养基。 

本试验表明，在 6一BA和 NAA对鳞片诱导的相互 

作用中，6-BA对不 定芽 的诱 导 和增殖起 主要作 

用；NAA可能更多地影响根的分化，如在初代培 

养时，NAA浓度较高的培养基里出现了生根现 

象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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