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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切花植物极美泰洛泊的组织培养研究。 

范贤熙，胡 秀，王 奇，段晓梅，黄美娟，樊国盛，邓莉兰 

(西南林学院，云南 昆明650224) 

摘要：以木本切花植物极美泰洛泊在无菌条件下发芽所得的幼芽为外植体，采用正交设计试验，研究了不同水 

平的 6一BA、NAA外源激素，蔗糖 、抗坏血酸对极美泰洛泊幼芽丛芽的增殖效果。试验结果表明为在 I／2 MS基 

本培养基上 +6一BA0．5 mg／L+NAA0．1 mg／L+蔗糖 30 g／L+抗坏血酸 15 mg／L，其极美泰洛泊的丛芽增殖数达 

6．7个。而经极差分析，得出用于该木本切花植物幼芽最佳丛芽增殖培养基的配方为 1／2 MS+6一BA0．5 mg／L 

+NAA0．01 ms／L+蔗糖 30 g／L+抗坏血酸 15 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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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Telopea speciosissma 

FAN Xian-xi，HU Xiu，WANG Qi，DUAN Xiao-mei，HUANG Mei-juan，FAN Guo-sheng，DENG Li-lan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 Yunnan 650224。 凡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tender bud under the aseptic condition as the explant，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xogenous hormones，can e sugar and ascorbic acid on proliferation of cluster buds．The re— 

sui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medium of 1／2 MS + 6一BA 0．5 mg／L + NAA 0．1 mg／L + cane sugar 30g／L + 

ascorbic acid 15mg／L，an d the number of proliferation was 6．7．The results of range an alysis indicated the optical 

medium for cluster bud proliferation was 1／2 MS + 6一BA 0．5 mg／L + NAA 0．01 mg／L + cane sugar 30g／L + 

ascorbic acid 1 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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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切花植物极美泰洛泊 (Telopea speciosiss． 

，眦)是山龙 眼科 (Proteaceae)泰洛泊属 (Telo． 

pea)的一种低矮常绿灌木，主要分布于南非和澳 

大利亚⋯。极美泰洛泊具有花大 (花冠直径达 7～ 

10 cm)、色彩艳丽、瓶插时间长等优点，是一种 

新型的切花及园林观赏植物。为丰富切花植物资 

源，开发木本切花新产业，西南林学院已从国外引 

进了本种植物。 

1992年国外就对极美泰洛泊的组织培养进行 

了研究 J，但以其组培苗作为生产材料未见报道 

(国内尚未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且研究中所获的 

组培材料增殖倍数较低，不能达到工厂化生产的要 

求 ，所以对极美泰洛泊的组培技术仍需进行深 

人的研究。开展本项研究除为极美泰洛泊切花的工 

厂化生产和该类切花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打下基础 

外 ，也为解决我国引种过程中引种费用过大，种质 

资源不足等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的材料为极美泰洛泊种子在无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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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所得的幼苗。 

1．2 试验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方法以 1／2 MS为基本培养基， 

作添加不同浓度 6一BA、NAA、蔗糖、抗坏血酸为 

培养基的组培效果试验。参试的各组培养基均加琼 

脂 6．5 s／L，添加 6一BA取 4水平，添加 NAA、抗 

坏血酸及蔗糖各取2水平。各参试因子及水平见表 

1。选用 L8(4 X2 )表 J，其各试验组合见表 2。 

表 1 参试因子及水平 

Tab．1 Factors and levels 

按表 2进行参试培养基的配制，每组培养基加 

琼脂 6．5 g。每瓶分装培养基约 4o mL。在超净工 

作台上，用无菌的已发芽的极美泰洛泊健壮幼苗接 

种于配制好的培养基上。每瓶接种 3个幼芽，每个 

处理接种 lO瓶。接种好的材料置于组织培养室中 

培养。培养温度为 (25±2)℃，14 h·d 光照 +8 

h·d 黑暗，光照强度为 3 000 Ix J。接种 3O天 

后，各组均长出丛芽，对丛芽数进行统计分析。 

表 2 正交试验设计 

Tab．2 Design of orthogomd experiment 

2 结果与分析 

2．1 6一BA、NAA对丛芽分化的影响 

从表 3的极差分析得知，添加 6一BA及 NAA 

的培养基都随着其添加浓度的升高，而极美泰洛泊 

幼芽的诱导率逐渐变低(见图 1、图2)，表明高浓 

度的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具有抑制极美泰洛泊幼芽 

丛芽分化的作用。极差分析表中6一BA的极值最 

大，为 1．55。极值越大，反映出在该因子的水平 

变动时，指标的变化越大，即该因子的不同水平对 

指标的影响越大 J，因此可知细胞分裂素 6一BA 

对极美泰洛泊幼芽丛芽分化的影响最大。从中得 

出，在基本培养基中添加6一BA以0．5 mg／L为最 

佳浓度，而添加 NAA对极美泰洛泊幼芽丛芽分化 

的影响较小，以0．01 mg／L浓度的诱导效果较好。 

表 3 极美泰洛泊组培正交试验的数据分析 

Tab．3 Data analysis on tissue culture orthogonal experiment of Telopea speciosis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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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不同浓度 NAA的极美泰洛泊幼芽丛芽增殖效果 

Fig．1 Cluster bud proliferation of tender buds of 

Telopeaspeciosissma treated with NA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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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不同浓度的6一BA、蔗糖、抗坏血酸的极美泰洛泊 

幼芽丛芽增殖效果 

F唔2 Cluster bud proliferation oftender buds of Telopea 
’ 

speciosissma treated with 6一BA，cane sugar and 

ascorbic acid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2．2 蔗糖、抗坏血酸对丛芽分化的影响 

在 1／2 MS基本培养基中添加蔗糖 、抗坏血酸， 

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其添加浓度的升高极美泰洛泊幼 

芽的丛芽分化增多(见图2)。从极差分析表 3的结 

果可知，抗坏血酸对极美泰洛泊幼芽丛芽分化的影 

响效果仅次于6一BA，而蔗糖为4种因子中对其丛 

芽分化的影响最小。由本试验结果得出，在 1／2 

MS基本培养基 中加抗坏血酸的浓度取 15 mg／L， 

加蔗糖的浓度取 3O g／L对促进极美泰洛泊幼芽的 

丛芽分化效果最好。 

2．3 最优培养基的筛选 

增殖的极美泰洛泊丛芽经转接 lO天后 ，即有 

丛芽萌动，3O天后，各组均长出丛芽。其试验的 

实际结果是第二组的增殖率最高，其平均丛芽数为 

6．7个 (见图3)，此最佳组合是 A。B C2E ，各因 

子的组合为6一BA0．5 ms／L，NAA0．1 ms／L，蔗糖 

3O g／L，抗坏血酸 15 ms／L。而从表 3得出的最优 

组合为 A B C E 。从而得出以 1／2 MS为基本培养 

基，其中添加 6一BA0．5 ms／L，NAA0．01 mg／L， 

蔗糖 3O g／L，抗坏血酸 15 ms／L，可作为极美泰洛 

泊幼芽组培的最优培养基。 

圈3 30天后丛芽增殖图 

Fig．3 Cluster bud proliferation 30 days after transfer 

3 讨论 

据资料介绍和笔者所进行的大量山龙眼科植物 

组织培养试验结果 ，发现 山龙眼科 中的银桦属 

(Grevillea) 、银叶树属 (Letwadendron)、帕洛 

蒂属 (Protea)的多种植物在 1／2 MS培养基上均 

能组织培养成功，而在 MS培养基上若不加抗坏血 

酸则会严重褐化。所以本次试验以 1／2 MS为基本 

培养基，加添不同浓度的6一BA、NAA、蔗糖、抗 

坏血酸作为增殖培养基 ，采用正交设计进行极美泰 

洛泊丛芽增殖培养试验 ，以确定6一BA、NAA、蔗 

糖及抗坏血酸影响其丛芽增殖的主次作用，进而对 

极美泰洛泊幼芽的组培增殖效应做出准确的评价。 

本次试验筛选出的在 1／2 MS培养基上添加6一BA、 

NAA、蔗糖及抗坏血酸的最佳配方为 A B C：E：， 

即6一BA0。5 ms／L+NAA0．01 ms／L+蔗糖 3O g／L 

+抗坏血酸 15 mg／L。这并不是试验中的配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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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极差分析所得的结果，这是正交试验的优点所 

在，通过次数不多的试验即可得出理想的结果，可 

节省试验时间与经费，提高工作效率。本次试验以 

在极美泰洛泊幼芽组培的 1／2 MS基本培养基中添 

加6一BA为其参试的主要因子，试验获得添加 6一 

BA的最佳浓度水平为0．5 mg／L，添加的浓度若比 

之升高则极美泰洛泊丛芽的增殖受到抑制。而添加 

低于0．5 mg／L水平的 6一BA在本次试验中未进 

行，因此应进一步开展此项试验，以便确定更适合 

的6一BA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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