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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在切花百合组织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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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2．青海大学，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选用Alapulco、Prota和 white Fox 3个不同品种的百合，在组织培养中添加不同浓度的多 

效唑进行试验。结果表明：浓度为2．0 mg／L的多效唑有利于切花百合鳞片芽增殖；多效唑 O．5 

mg／L为生根的最佳浓度；鳞片的增殖和生根以 White Fox的效果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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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pp3 3 3 in tissue culture of cutting flower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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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 different lily varieties，Alapulco，Prom and White Fox，were used a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pp333 in tissue culture of cutting flower lay．The results indicated 

2．0 mg／L of pp333 conduced to multiplication of squama，The best concentration for root growth Was 0．5 

m#L．Both concentrations of pp333 were very good for variety White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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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又名PP333，属于三唑类化合物，是一种高效低毒新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作用机理是抑制 

植物体内源赤霉素GA的生物合成及其他内源激素的合成，从而导致植物营养生长减慢，使光合产物更 

多地利用于生殖生长，具有延缓植物生长，抑制茎枝伸长，促进成花芽的形成及生长。增强抗旱及抗逆 

性，提高耐盐性等多种功效⋯。 

多效唑在组织培养在增殖的应用，目前报道不是很多，只有在非洲菊、葡萄、大麦上有报道 2。非洲 

菊组织培养的增殖培养基中可添加多效唑。把多效唑交替添加到草莓等培养基中，可使芽体增殖系数 

增高且增殖芽健壮。在生根培养基中添加多效唑，可增加生根量，促进根的增粗，提高移栽成活率[ ， 。 

在切花百合组培培养基中添加多效唑，以促进切花百合组培的生殖生长，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品种 Alapulco(东方百合)、Prom(亚洲百合)和White Fox(麝香百合)。 

1．2 试验方法 取百合鳞片并用自来水将鳞茎冲洗干净，然后用7O％乙醇消毒 1 mln再用0．1％升汞 

消毒 10 min，取出用无菌水冲洗4～5次，待接种。培养条件：温度25℃，1 500 Ix，每天光照16 h。以MS 

为基本培养基(O．7％琼脂+3％蔗糖，pH 5．8)。将 15％多效唑可湿性粉剂(张家港七洲农药化工有限 

公司生产)配成不同的浓度加入到MS培养基内。 

1．3 设备 美国 CID公司激光叶面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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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 

2．1 多效唑对组织培养萌芽的影响 在 MS培养 

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多效唑，进行百合鳞片的培 

养，观察不同浓度的多效唑对百合鳞片芽增殖的效 

果(表 1)。 

表 1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百合组织培养分化的影响 

由表 1可见，浓度为2．0 mg／L的多效唑，对百合鳞片诱导芽的作用效果最佳，50 d芽的增殖数达到 

185，增殖倍数达到8．5倍。说明多效唑促进了百合鳞片芽的增殖。 

2．2 多效唑对不同类型百合鳞片芽增殖的影响 由于百合的种类很多，不同种类之间的形态特征差异 

很大。我们一般将百合分为3种类型：麝香百合、东方百合和亚洲百合。用多效唑2．0 mg／L对3种不 

同类型的百合鳞片增殖进行记载。不同类型的百合分别设有对照。从表2可见，相同浓度的多效唑对 

百合鳞片的影响，以对麝香百合的分化块数多，增殖倍数最高。 

表 2 不同类型切花百合鳞片增殖数目 

2．3 不同浓度的多效唑对百合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以增殖倍数最高的麝香百合作为试验材料进 

行不同浓度的多效唑对百合组织培养苗的生根试 

验，把生长势一致的组培苗转人加了不同浓度多效 

唑的MS为基本培养基上。转人 l3周后统计根数。 

表 3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百合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 3可见，多效唑浓度越高，对根伸长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浓度 0．5 mg／L，比5．0 mg／L的多效唑 

易生根，浓度5．0 mg／L的多效唑培养基主根形成短而少，而在较低浓度下O．5 mg／L的多效唑，对根的抑 

制作用较弱，主根伸长，并形成大量须根。 

2．4 多效唑对百合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使用增殖效果最好的麝香百合作为试验材料，用不同浓度的多 

效唑添加到培养基中，结果见表 4。处理为 2．0 m茜／L浓度的多效唑各项观测指标优于其他浓度。试管 

苗叶色变深绿，茎粗增大，苗子矮壮，发根快，根数多。 

表 4 多效唑对麝香百合组培苗的长势影响 

2．5 多效唑在百合组织培养苗移栽后的作用 不同浓度多效唑在组培苗移栽后，对其进行了植物学性 

状观察。由表5可见，组培苗移栽以后在生根过程中，随着多效唑浓度的增加，鳞茎的周径随之增大，叶 

片数也随之增加，但是叶面积却随之减小。移栽到大田后，叶片数、株高随浓度的增加成倒钟行的形态， 

以多效唑2．0 mg／L最好。但叶面积却成钟形图，以多效唑5．0 mg／L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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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效唑对麝香百合组培苗移栽长势的影响 

3 讨论与结论 

在切花百合鳞片增殖培养基中加入一定浓度的多效唑后，鳞片的芽增殖数增多，分化块数增加。在 

切花百合鳞片诱导的培养基中使用多效唑，可以有效的提高鳞片的诱导率，增加繁殖系数。 
一 定质量浓度的多效唑能抑制植物内源生长素和赤霉素的合成，加速乙烯和脱落酸的合成，从而有 

效控制茎叶生长，促进植物生根。多效唑对百合组织培养中的生理作用及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探索。 

有报道表明【4j，百合组织培养苗，在22℃较低温度下，若用 3．0 t， L浓度的多效唑将对植株进行 

处理，结果百合的叶和茎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根系的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结论与本试验结 

果不太一致 ，进一步的结论有待探讨。 

2．0 t， L的多效唑添加到百合的鳞片增殖培养基中，将会促进百合鳞片的增殖。多效唑在百合组 

织培养中降低试管苗的生长强度，抑制试管苗的生长，该抑制效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随浓度的升高而加 

强。经过多效唑处理的试管苗矮壮，根系发达，叶面积增大。用多效唑处理的试管苗移栽成活率显著提 

高，移栽后植株生长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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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的纯度要求却更高。由于蚕豆所含的多酚类物质易于氧化生成一些褐色非溶解物质与DNA结合， 

严重影响了Tap-DNA酶的活性，从而导致扩增反应失败。因此，在提取 DNA时，必须将这些物质去除。 

多数报道是在提取液中加p一巯基已醇和PVP，但是本实验仅仅使用B一巯基已醇，效果更好。关于PVP的 

使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DNA提取方法注意事项：在蚕豆DNA提取过程中应注意水浴时间不应超过20 min，水浴时间过 

长易导致DNA降解。在三氯甲烷／异戊醇抽提时，三氯甲烷／异戊醇混合液与提取到的上清液不适宜立 

即离心，应混匀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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