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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牛皮杜鹃(尺JIlD ，ldr0，l chrysanthum 

Pal1．)，又称牛皮茶。 

2材料类别 新萌发嫩芽。 

3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1)嫩芽基部愈伤 

组织诱导培养基：1／4MS+6．BA 2．5 mg．L (单位 

下同)+NAA 1．O+3％蔗糖；(2)愈伤组织分化培养 

基：1／4MS+6．BA 4．O+NAA 0．5+3％蔗糖；(3)继 

代增殖培养基：1／4MS+6一BA 3．5+NAA 0．2+3％蔗 

糖；(4)壮苗生根培养基：MS+IAA 0．1+1％蔗 

糖。上述各培养基均加 0．9％琼脂，pH 5．4。培 

养温度为(26~2)℃，光照强度为20~tmo1．m-2．S～， 

光照时间 12 h．d～。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嫩芽基部愈伤组织诱导 7月中旬，取牛皮杜 

鹃的新萌发嫩芽，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酒精涮 

洗 3 min，再用5％青霉素溶液浸泡 10 min，用 

无菌水冲洗 1O次，无菌滤纸吸干表面水分(熊友华 

等 2007)，切除被杀菌消毒剂损伤部分，然后将 

其接种到培养基(1)中进行嫩芽基部愈伤组织诱导培 

养。45 d后嫩芽基部完全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 

4．2嫩芽基部愈伤组织的分化 将嫩芽基部产生的 

愈伤组织转接至培养基(2)中继续培养至 70 d， 

愈伤组织分化出芽苗；培养至90 d，苗可长到 

1．5～2．0 cm，且苗的形态及长势很好。 

4．3芽继代与增殖 将带有芽苗的愈伤组织切割成 

小块，转接到培养基(3)中进行继代增殖培养。25 

d为一个继代增殖周期，增殖倍数平均达 3O以上。 

4．4 壮苗及生根 将生长健壮的丛生苗切下，然 

后将其移入培养基(3)中。培养 20 d开始生根，35 

d后幼苗的主干长出5～7条不定根，生根率达 

100％，苗高可达 3～5 cm 以上。 

4．5炼苗和移栽 壮苗生根后，从培养瓶中取出试 

管苗，在含有3 mg．L。多菌灵溶液中洗去苗上残留 

的琼脂，然后植入经 100倍杀毒矾消毒过的腐烂松 

针、泥炭土和细河砂(2：1：1)混合的基质中，用透 

性好的塑料薄膜覆盖以保湿、保温，湿度保持在 

85％，温度控制在(18±2)℃，自然光照8 h．d～， 

每天中午通风换气 10 min，15 d后揭去薄膜，每 

天早晨喷洒清水 1次(顾地周等 2007)，成活率达 

75％以上 。 

5意义与进展 牛皮杜鹃是杜鹃花科常绿小灌木， 

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名录(第一册)》中定为渐危种，《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中定为易危种(汪松和解焱 2004)。是野生珍 

稀濒危药用植物，主要功能为收敛、抗菌、发汗、 

强心等。牛皮杜鹃叶大、光亮，花淡黄色，十 

分美观，可驯化为观赏花卉。牛皮杜鹃在严寒季 

节叶片仍为绿色，是上好的观赏园艺品种。因其 

生于高山冻原和石质山坡，又是水土保持的好植 

物，对维持生态平衡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作为高 

山杜鹃育种的种质资源。分布区甚狭，由于人们 

乱采乱挖，野生资源受到极大威胁。种子细小， 

萌发率低。扦插繁殖生根率低且根数少，移栽成 

活率极低。在长白山区其数量已非常稀少，仅在 

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较大的种群面积。本 

文结果对其开发和利用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与 

其 同属的其他种的组织培养 已有报道(杨乃博 

1985；董春枝等 1988；秦静远和黄玉敏2003)，但 

牛皮杜鹃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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