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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巨桉组培育苗培养基主要成分研究 

陈明渊 

(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 福建南靖 363600) 

摘要 对尾巨桉 DH33—27组培育苗培养基中激素的种类和浓度和大量元素的浓度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探讨了影响桉树组培育苗生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激素种类和浓度、大量元素浓 

度对组培苗生长有显著影响，母种继代培养阶段，培养基中6一BA、6一KT浓度在0．25～0．27 mg 
· L 和 NAA浓度O．10～0．15 mg·L 范围内时增殖效率最好。继代壮苗阶段，6一BA、6一KT 

浓度在O．2O一0．25mg·L 和 NAA浓度0．10—0．15 mg·L 范围内时出苗率最好。生根培养 

阶段，培养基中添加浓度为5O％的大量元素、IBA和 NAA的浓度为0．30 mg·L 和 0．1Omg· 

L 时生根效率和苗个体高度最好。 

关键词 尾巨桉 组培育苗 主要成分 

桉树(Euca tus)是桃金娘科(Mgrtaceae)桉属(Eucalyptus)植物的统称，是世界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因 

其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快、用途广、材质好等特点而深受欢迎，并被竞相引种栽培，也成为我国南方热带、亚 

热带地区最重要的速生丰产林造林树种之一。由于桉树种苗的需求量大，桉树组培育苗成为一种较为普 

遍的育苗方式。桉树组培育苗具有一定的年周期性，培养基调配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之一，在生产实践中， 

若不根据具体树种对培养基进行及时调整，将会影响增殖率、出苗率、生根率及生长高度。本研究通过对 

尾巨桉 DH33—27不同生长阶段的培养基进行调控研究，探讨了相关因素对桉树组培苗生长状况的影响， 

以期对桉树组培工厂化育苗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尾巨桉组培育苗试验的材料来源于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尾巨桉 DH33—27， 

研究所的尾巨桉DH33—27是由优良单株离体芽器官诱导培养扩繁而来的。 

1．2 试验方法 

1．2．1 采用 MS基本培养基中改为不同浓度的激素组合对继代苗生长的影响。MS基本培养基中添加不 

同浓度激素组合的6一BA、6一KT和 NAA，每一组合试验50瓶，试验重复3次，25d统计生长状况。 

1．2．2 大量元素浓度对尾巨桉 DH33—27生根率和后续生长的影响。MS基本培养基中的大量元素用 

70％、50％、40％、30％试验 ，每一组合试验 50瓶 ，重复 3次，13d统计生根率 ，20d、30d、40d分别观察其生 

长状况。 

1．2．3 IBA对生根及组培苗生长的影响。经基本继代培养基6一BAO．25、6一KTO．25和 NAA0．10三代 

培养后，在大量元素浓度为 50％的基础上附加生长素 IBA+NAA，浓度分别为0．2mg。L 和0．10mg‘ 

L～、0．30mg·L 和0．1Omg·L～、0．40mg·L 和0．10mg·L～，每一试验50瓶，重复3次，13 d后统计 

生根率、苗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培养阶段基本培养基中激素浓度组合的选择与调配 

在母种继代培养阶段过程中激素浓度组合对母种继代培养起到关键的作用。试验中采用激素浓度组 

合6一BA、6一KT浓度0．20 mg．L～～0．30 mg·L～，NAA浓度0．10～0．15 mg·L一，从试验中可以看出 

6一BA、6一KT浓度在0．20 mg-L～～0．25 mg·L 均可，达到0．30 mg·L 时继代苗玻璃化的苗数量明 

显增多。从表1可知，在单纯继代增殖培养阶段，6一BA、6一KT浓度采用0．25 mg·L～一0．27mg’L 可 

以获得理想的增殖继代苗，最好不要超过0．30 mg·L～，否则玻璃苗数量会较多。在继代壮苗阶段可采 

· 70· 



林业勘察设计 (福建) 2008年第 2期 

用6一BA、6一KT浓度0．20mg·L～～0．25mg·L～，NAA浓度0．10 mg·L～～0．15 mg·L～。但在壮苗 

阶段，1．5cm以上的有效苗率有所不同，可以观察到6一BA浓度分别为0．20mg·L 和0．25mg·L 时， 

有效苗率差别不大，但继代增殖情况差别显著。在壮苗生根过程中，因为我们采取的是边生根边继代，所 

以在这一阶段的培养基浓度调配要十分细致，既要达到有效苗数量比较多，又要有一定的增殖苗可以再次 

继代，通过试验试验结果表明6一BA、6一KT浓度都为 O．25 mg·L～，NAA浓度以0．10 mg·L～一0．15 

mg·L 的配比最好，在生产实践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表 1 MS基本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激素组合对继代苗生长的影响 

2．2 生根培养阶段大量元素浓度的选择 

在经过添加相同种类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后，生根培养基添加同一种类的生长素和激素，随 

着大量元素浓度的降低，组培苗生根率提高，但生根苗的后续生长情况有所不同，如表 2所示。大量元素 

浓度为40％时，生根率 94％，20—30d时间内苗木生长良好，叶片开展，但 40d后苗叶片浅绿，说明营养太 

少，时间一长，不够吸收，如果是在 30d左右移植，大量元素浓度选择用 40％较理想，如果要 40d后才移 

植，则选择大量元素浓度为50％的培养基较好；当大量元素浓度降低到 30％时，生根率达到96％，但苗叶 

片浅绿，下部叶片黄化，甚至脱落。 

表2 大量元素浓度对桉树组培苗的影响 

2．3 生根培养阶段激素的调配 

表3 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激素对生根苗的影响 

经过壮苗阶段培养的继代苗再接种到生根培养基，这阶段的培养基配方要作调整，以利于生根苗正常生 

长。采用的基本培养基成分是大量元素用40％、微量元素、有机元素、蔗糖30g／L，PH5．90，此阶段主要使生 

根苗生根健壮生长，所以采用的激素种类和浓度跟继代培养阶段有所不同。在基本培养基的基础上添加IBA 

+NAA，浓度为0．20+0．10 mg·L-1时生根率较低，根长短，浓度为0．30+O．10 mg·L 时与浓度为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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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mg·L 对比，生根率有明显差别，苗高差不多，根长也差不多，所以选用0．40+0．10 mg·L 的浓度比 

较理想，浓度达到0．50+0．10 mg·L 时生根率是很高，但苗高较矮，也不适合。 

3 结论与讨论 

在尾巨桉 33—27组培育苗过程中，调配合适的培养基营养物质与激素的浓度是关键，并且组培育苗 

各个不同阶段要求调配不同的培养基。 

继代培养阶段主要是增殖阶段，6一BA+6一KT+NAA的浓度在 0．20+0．20+0．10 mg·L～一0．25 

+0．25+0．10 mg·L 范围内效果较好，继代培养壮苗阶段既要增殖又要有效出苗率，6一BA+6一KT+ 

NAA浓度 0．20+0．20+0．10 mg·L 时最好。 

生根培养阶段大量元素含量对生根苗生长影响较大，大量元素浓度高，则生根率低；大量元素浓度低， 

则生根率高．但生长高度矮，生长时间不长．后续营养跟不上，出现黄化现象；大量元素浓度 50％时，生根 

率为90％，浓度为40％时，生根率为 93％，这两种浓度生长的苗后续生长时间都比较长，苗较高；浓度 

40％的苗生根率比50％要好；当大量元素浓度为30％时，生根率95％，接种后30d苗变淡绿色，如果是要 

在短时问20d左右内移植，可以用浓度为30％。 

生根培养阶段激素浓度的选择也很重要，生根率、根长、苗高都要达到较理想的状态，激素采用 IBA+ 

NAA，浓度为0．30+0．10rag·L 最好，生根苗接种后20d出棚移植时，苗高、根长、生根率达到最佳状态， 

合格率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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