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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百合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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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北百合鳞片不同部位均可诱导出芽，其分化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外层、中层、内层。0．8 em×0．8 cm外植体的诱导率和污染率 

均高于0．5 am×0．5 em外植体。最佳芽诱导培养基是M．5+6-BA1．0rag／L+NAA0，5,ng／L，其诱导率可达100％；最佳芽增殖培养基是 

+6．BA 0．2mg／L+NAA 0．5mg／L，相同浓度的 NAA较2， D更有利于芽的增殖；最佳生根诱导培养基为 1／2MS+NAA 0．2 mg／L，含 NAA 
的培养基诱导出的根短而粗壮。含IAA的培养基诱导出的根长且细，说明NAA诱导生根的效果要好于【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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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mIqIle ofTissue fMllare of Henryi L． 

MENG Yang et al (College of Informatics＆Mathermties，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Hubei 434023) 

AbsCtract The bulblet oflilies can be inducedfrom the different parts of Hen,-r／L．，ofwhich the ability from strong to weak is fromthe outer scales．the 

middle scales to the inner scales．111e inducing rate and polluting rate ofthe 0，8 em×0．8 em in its size were higher than the 0．5 cm×0．5 em．111e best 

induction medium for scale culture was MS +6-BA 1．0 nw／I +NAA0．5 mv．／L．of which the inducing rate was 100％．rI11e best proliferation medium of 

shoots was MS+6．BA 0．2 mg／L+NAA0．5 mg／L and compared with 2．4-D．the same concentration of NAA Was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proliferation 

ofbud．111e best induction nlediLinl for roots was 1／2 MS +NAA 0．2 mg／L and the roots wh ich were induced from the medium  with NAA were short and 

robust；the roots which were indueed from the medium with L were long。thin and week．W Call see that NAA Was better than I从 for rooting． 

酗 r words 麒m州 L．：Bud scale；Tissue culture 

湖北百合(Liliwn Baker)为多年生草本，以其吉祥 

美满寓意，加上花姿雅致、色泽鲜艳、气味芳香，深受人民喜 

爱，成为近年迅速发展的高档花卉。但由于近年来人们的过 

度利用及环境污染，湖北百合数量急剧下降，品质也有所降 

低。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百合其他种类l1 J进行繁殖，可人 

为控制培养条件，生长快，生长周期短，用材少，培养效果好。 

但有关湖北百合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湖北百合于2005年4月采自湖北省长阳县乐园 

乡野外，保湿带回长江大学后，立即定植于长江大学植物园。 

1．2 方法 取湖北百合鳞茎，选无病斑的鳞片，在洗涤剂溶 

液中用刷将材料上的泥土刷净。流水冲洗 10 h后，在超净工 

作台上用75％乙醇消毒35 s，0．1％升汞溶液消毒 10min，最后 

用无菌水冲洗 6次。将消毒好的鳞片按外层、中层、内层分 

别横切成0．5 cm×0．5 cm和 O．8 cm×0．8 cm的方块。 

1．3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均加入 

2．5％蔗糖，DH值为5．8，培养基均用0．9％的琼脂固化。在 

1．2 kg／cm2压力下灭菌 20 min。培养温度(25±2)℃，光照 

2 000～10000 lx，日照时间 12～16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部位及大小的外植体对芽诱导的影响 将鳞片按 

外层、中层、内层分别切成 0．5 cm×0．5 cm和0．8 cm×0．8 cm 

的方块，接人诱导培养基 MS+1．0 mg／L 6-BA+0．5 mg／L 

NAA中，结果见表 l。 

表1 不同部位及大小的外植体对芽诱导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在相同芽诱导培养条件下，不同部位 

鳞片的芽诱导率不同，鳞片分化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外层、 

中层、内层；体积较大的外植体的芽诱导分化率和污染率均 

高于体积较小的外植体。从保证诱导率和减少污染率的角 

度来看，应选择0．5 cm×0．5 cm的外层鳞片作为外植体。 

2．2 不同芽诱导分化培养基对鳞片产生芽的影响 在诱导 

分化培养基上接种 0．5 cm×0．5 cm的外层鳞片，培养 6 d后 

鳞片后开始增厚变绿；10d鳞片基部边缘出现黄绿色愈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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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并不断增大，逐渐形成颗粒状突起；23 d后，圆形突起形 

成小鳞茎或芽苗。由表 2可知，6种培养基均可诱导出芽，以 

初Ⅲ和初Ⅵ培养基诱导率最高。从诱导率看，培养基初Ⅲ和 

初Ⅵ所诱导的芽苗数目远远多于初 I和初 Ⅱ，故认为最适诱 

导分化培养基为初Ⅲ。 

2．3 不同芽增殖培养基对芽增殖的影响 待初代培养的芽 

长到2．0～4．0 em时，将其分为单株，移人表 3所列培养基 

中，13 d后芽基部开始出现新生小芽，逐渐形成芽丛，30d后 

统计试验结果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见，不同的培养基中， 

芽的增殖情况不一样。在 6．BA浓度为0．2 mg／L不变的情况 

下，NAA和2，4．D的浓度在0，05～0．5 mg／L时，芽增殖率随 

NAA和2，4-D浓度的升高而升高，当NAA和2，4．D的浓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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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0．8mg／L时，芽的增殖率明显降低。可见，高浓度的NAA或 

2， D都不利于芽的增殖。从表3还可看出，在6-BA浓度不变 

的情况下，相同浓度的NAA较2， D更有利于芽的增殖，且增 

殖芽苗的质量也好。故认为最适芽增殖培养基为继Ⅲ。 

表2 不同芽诱导培养基对鳞片诱导分化的影响 

表3 不同芽增殖培养基对芽增殖的影响 

2．4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芽生根的影响 待增殖培养所得的 

芽长至4．0 cm左右时，分成单株，接入生根培养基中，观察调 

节因子对生根的影响。表4表明，4种培养基均对根有 100％ 

表4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芽生根的影响 

诱导率。生Ⅲ培养基生根效果最好，其平均生根数达6．3条， 

且根粗壮有根毛，适于移栽；生I、生Ⅱ培养基生根效果次之， 

其根细弱无根毛，移栽后不易成活。较高浓度的生长素不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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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低于对照。而在这一时段内，2种植物体内活性氧含量急 

剧上升，说明保护酶 SOD、CAT、POD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清除了体内的活性氧，但随处理时间延长，2种植物体内活 

性氧的产生和清除的动态平衡不能始终维持在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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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根的诱导，NAA诱导生根的时间较 IAA短 7．5 d左右，相 

同浓度的NAA较 IAA更有利于根的诱导。 

3 小结 

(1)0．5 cm x 0．5 cm的外层鳞片是湖北百合初代培养的 

最适外植体。 

(2)最适初代培养基为 Ms+1．0 mg／L 6-BA+0．5 mg／L 

NAA。初代培养过程中发现，在高 6-BA、低 NAA的培养基 

上，可诱导出带根小鳞茎，达到一次性成苗，而在高 NAA、低 

6-BA的培养基上，鳞片基部形成大量圆形突起，分化出大量 

无根芽苗。这与周寒松_5 J在麝香百合的组织培养快速繁殖 

中的结论不一致。 

(3)最适芽增殖培养基为 Ms+6一BA 0．2 mg／L+NAA 0．5 

mg／L。含 NAA的培养基诱导出的根短且粗壮，有根毛，移栽 

后易成活；含IAA的培养基诱导出的根长且细弱，无根毛，说 

明 NAA诱导生根的效果要好于I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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