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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大百合鳞片在不同浓度 (0．2％、0．4％、0．6％、0．8％、 

1．0％)的秋水仙碱 中浸泡 1—3 d，接种于MS+6．BA 1．5 mg／L 

+NAA0．1 mg／L+3％蔗糖的培养基。观察其生长情况、出苗 

诱导率、叶片外型及气孔变化，发现 当浓度为0．4％的秋水仙碱 

浸泡 1 d，出苗诱导较高，叶片变化明显，表 明高浓度和短时间 

对 大百合鳞 片处理效果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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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百合 (Cardiocrinum giganteum)为百合科大百 

合属(Cardiocrium)植物，因其植株粗壮高大而得名。 

大百合的果实具有药用价值，民间常用其 

作为中药马兜铃的代用品治咳喘病；亦可 

补中益气、清心安神_】J。但是由于分布环 

境和自身繁殖等因素的影响，大百合有逐 

渐退化的趋势，为了丰富大百合种类，发展 

这一珍贵的中药资源，国内外许多研究者 

做了广泛的研究，但大多局限于栽培 

以及核型分析，对大百合生物学诱变的研 

究文献较少。 

秋水仙碱是常用的化学诱变剂，主要 

用于植物多倍体诱导 J，诱变后植株表现 

出器官变大，叶片变大变厚，气孔变大等现 

象 J。组织培养利用细胞全能性进行植 

株再生，外植体在培养基中生长不受外界 

其它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利用组织培 

养，通过观察不同浓度诱导剂浸泡后的外 

植体生长情况来确定诱变剂的诱导效果， 

为大百合药用育种奠定基础。 

l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大百合 (采 自雅安市天全县小河乡， 

海拔1 500 ITI)、秋水仙碱。 

1．2 实验方法 

1．2．1 实验设计：设 1个对照 5个处理，每个处理设 

3个时间处理，每个时间处理接种25～30个鳞片，设 1 

个重复。 

1．2．2 秋水仙碱处理：采用 MS+6-BA 1．5 mg／L+ 

NAA 0．1 mg／L+3％蔗糖的培养基 J。大百合鳞片在 

浓度为0．0％、0．2％、0．4％、0．6％、0．8％、1．0％秋水 

仙碱溶液中分别浸泡 1～3 d，取出后用无菌水冲洗 4 
～ 5次，再用酒精、升汞处理，无菌水清洗。接种到培 

养基中，20天后转接到同样配比的培养基。 

1．2．3 外植体观察记录：继代2次后调查大百合鳞片 

表 1 秋水仙碱对大百合鳞片组织培养的影响(两个重复) 

注：一表示未观察到现象；单块出芽数、苗叶数为平均数 

表 2 继代3次后叶片统计情况(浸泡 1 d) 

注：所有数据为平均值，一 表示与对照比较呈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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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的秋水仙碱处理 0 2％的欷水仙碱处理1 d 0 的秋水仙碱处理1 d 

秋水仙碱诱导后的气 L 

的褐变数、出愈个数、出愈诱导率；继代 3次后统计单 

块出芽数、苗叶数、叶片及气孔变化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2次后外植体变化情况 

继代2次后，外植体在秋水仙浓度为 0．2％以及 

浓度为0．4％，浸泡1 d处理下已经长出了愈伤组织， 

有的甚至已经长出小芽点，表明外植体在相应浓度的 

秋水4tl1碱溶液中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从表 1看出，秋水仙碱浓度在 0．2％时，浸泡 1～ 

3 d与无秋水仙碱处理的材料出愈诱导率几乎一样；秋 

水仙碱浓度在0．4％时，浸泡 1 d的出愈诱导率和无秋 

水仙碱处理的材料差别细微，但是浸泡 2 d的外植体 

出愈诱导率开始明显的减少，只有 24％左右；处理 3 d 

的外植体出愈诱导率仅为 l3％。浓度 0．6％、0．8％、 

1．0％浸泡 1～3天后，出愈诱导率明显减少，最高为 

51．4％，最低为 10．0％，且大量外植体呈现深褐色并 

成乳块状，没有生活迹象，由此可以看出，高浓度浸泡 

2 d要比低一个浓度梯度浸泡3 d的出愈诱导率要高， 

说明浸泡天数对外植体的伤害比浓度的伤害要大。 

2．2 继代3次后外植体变化情况 

继代3次后，随着浓度增加，愈伤出芽数逐渐变 

少。从图可以看出，随着小芽点逐渐长大，ck的叶片 

细长，并且在一个愈伤组织上出芽较多，0．2％的秋水 

仙碱处理的材料，叶片相对对照有所变大，叶片厚度增 

加，愈伤上的出芽率有所下降；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 

现象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大；0．4％的秋水仙碱处理的 

材料，叶片也变大变厚，且叶片生长较为集中。随着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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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的气孔 

度的增加，外植体褐变较为严重，无法长出芽点。从表 

1的统计可以看出，各个处理的叶片观察与对照差别 

较大，但是处理之间差异不大，表明处理之间的效果几 

乎等效。从表 2可知，在浓度为0．2％的秋水仙碱中 

浸泡 1 d，气孔大小和对照没有显著变化，表明秋水仙 

碱浓度为0．2％浸泡 1 d的组培苗只是出现表观变化， 

没有达到诱导的目的，因为浓度偏小；而其他处理的材 

料气孔都变大，且都明显大于对照，说明秋水仙碱已经 

作用于大百合组培苗并产生了诱变。 

3 讨 论 

关于化学诱变剂对植物的诱导，人们有不同的看 

法，有的认为高浓度和短时间结合为好，有的认为低浓 

度和长时间结合为好，但不同植物和植物的不同部位 

所需要的浓度不同 ⋯̈。结果表明，本实验设计的秋水 

仙碱浓度范围比较适合，能清晰的看出秋水仙碱对大 

百合诱导的最适浓度与致死浓度及时间。生长出来的 

大百合组织培养苗在叶片的形态上已经明显的变大变 

厚，说明秋水仙碱在相应的浓度下，能够达到诱导的目 

的，从气孔的显微观察进一步证明实现了诱导目的。 

综合愈伤诱导率、叶片变化及气孔显微观察等可看出， 

秋水仙碱浓度为0．4％左右，浸泡 1 d的处理，愈伤诱 

导较高，且诱导效果较好。因而可以认为高浓度和短 

时间对大百合鳞片处理较好。对大百合的倍性育种、 

丰富生物多样性、遗传改良等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大百合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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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贵州油菜生产技术应用情况分析，结果表明：(1) 

贵州省杂交油菜品种的实际普及率约 占全省油菜播种面积的 

80％左右。(2)生产上平衡施肥技术落实率几乎为零。(3)合 

理密植技术普及率为70％左右。(4)油菜播期技术的掌握率 

在9o％以上。(5)育苗移栽技术普及率占全省油菜播种面积 

的76．9％左右。(6)免耕栽培技术普及率约 占全省油菜播种 

面积的14．8％。(7)病 虫害防治率 占油 菜播种面积的 2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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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生产应用技术主要包括：油菜新品种、施肥、 

播期、密度、育苗移栽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创新、换代、 

改进技术。对贵州省各地、州(市)的油菜生产调查结 

果表明：油菜的产量水平随品种的改良，生产条件的改 

善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在实际生产中，油 

菜的产量差距悬殊很大。生产上，实际平均产量最高 

年仅 为 101．07 kg／667 m -21 J，而 生产示 范却 有 

收稿日期：2007-07-27 

基金项目：贵州省农科院重点项 目，黔农科院(人才)07003。 

作者简介：陈 静(1965一)，女，贵州遵义人；硕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 

油菜油菜遗传育种研究与农业期刊编辑工作；E—mail：chj590 
@ 21cn．Corno 

326．81 kg／667 m 的高产水平，生产上油菜产量不高、 

不稳，除受生产条件、环境因素制约外，对油菜生产应 

用技术的掌握程度不够成了一个限制的主要因素。因 

此对贵州油菜生产技术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可对我省 

的油菜生产提供借鉴，为科学制定生产方案提供论据。 

在此分别对目前生产上应用的如杂交油菜品种、施肥、 

密度、播期、育苗移栽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对贵州油菜 

生产的影响及应用情况进行分析。 

1 贵州油菜生产技术应用 

1．1 杂交油菜的增产原理及应用情况 

1．1．1 杂交油菜增产原理 

杂交油菜的增产原理，主要是利用油菜不育系 

(保持系)、恢复系的优良基因组配而成的杂种一代， 

具有比双亲更强的生长优势、适应性、抗逆性和产量能 

力等，能够在播期、密度和施肥等栽培条件得到满足的 

情况下获得高产。 

1．1．2 杂交油菜的应用情况 

贵州省从 1990年前后开始应用杂交油菜以来，使 

油菜产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全省杂交油菜的应用 

率约80．5％[21 J。杂交油菜在生产上的大面积应用， 

对油菜产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栽培 

技术的创新，杂交油菜的产量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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