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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植物鹅掌楸组织培养与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郭治友 ，肖国学 ，龙应霞 ，李永波 ，饶 辉 

(I．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系，贵州 都匀 558000；2．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贵定分院，贵州 贵 

定 551300) 

摘 要：鹅掌楸是优良绿化与优质用材的野生珍稀植物之一，采野生多年生植物的冬芽为外殖体，以春芽、叶片、叶 

柄、花蕾和果实作对照，用MS为基本培养基，以1／2MS作对比，研究鹅掌楸的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结果表明，初代培养 

最适为：Ms+2．5 ms／I_6～BA+1．0 mg／L IBA+0．2 mg／L KT，增殖与继代培养最适为：Ms+1．0 ms／1．6～BA+0．5 mg／ 

L IBA；将组织培养苗扦插在有机腐殖质土和珍珠岩(3：1)基质中，瓶外生根率达83．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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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of Tissue Culture and Vitro Rapid M icropropagafion 

of the Rare Plant Liridendron Chi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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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riodendron Chinense is a nlre wild plant that is used for fine afforestation and hish—quality wood．Winter buds of its perennial 

plant dIetakenforthe explan t．Meanwhile，springbuds，blades，petioles ，flowerbudsandfruits are c0fnp ．TheMSis regarded 拍 basicIIl。di- 

um n̂d I／2MS is compared．Vitro rapid mieropropagation technology ofLiriodendron ehinenseis research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st medium 

forfirst culture is MS+6一BA2．5ms／L+IBA1．0mg／L+ KT0．2 mg／L．The best medium for pmlfferati~ and inherit culture are MS+6一BA1． 

0mg／L+IBA2 Omg／L．The striking root rate outsidethe bottle ofyoungplantthatis cuttaged in admixture (soil ofol~nic humus：pcurlite=3：1) 

is m0re 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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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掌楸Liridendron chinense(Hems1．)Sarg．又名马褂木、中国鹅掌楸、鸭脚枫香(螺丝壳)，是古老的 

残遗树植物，它在第三纪曾广布于北半球，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压力，现在已处于濒危状态。 在 1999 

年9月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第一批)中列为二级保护物种。该物种在贵州都匀市螺丝壳有野外分布，种 

群数较大，环境比较特殊，受当地居民的干扰甚大。 它又是优良的绿化树种，优质木材等。鹅掌楸自 

身繁殖率低，生根较难，【5 为野生珍稀鹅掌楸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培养和 

离体快繁技术研究。据查，在鹅掌楸的快繁技术方面的研究，有关于杂交鹅掌楸(鹅掌楸 ×北美鹅掌 

楸)的研究，【6 对鹅掌楸的研究用外殖体是以种子发芽后的无菌苗， 种子(具体说是果)及二年生苗冬 

芽进行诱导， 但对多年生植物作为外殖体，且运用瓶外生根技术，特别首次运用当地产腐殖质(经处 

理过的)和购买的珍珠岩(3：1)为基质，来改进快繁技术研究，尚无报道。因此，开发利用鹅掌楸资源意 

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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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m】 

试验于2005年l1月一2006年9月在都匀市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黔南州科技局项目专用 

实验室进行，母株采自都匀市螺丝壳多年生鹅掌楸大树(树高24米，胸径0．83米)下部冬芽为外殖体， 

以春芽、叶片、叶柄、花蕾和果实作对照(同一条件，不同时间)进行诱导。 

1．2 外殖体灭菌 

先用75％酒精5s，后0，l％HgCl：6—8min，再用无菌蒸馏水漂洗3—5次。将冬芽最外层叶剥去，从 

中轴纵切成四份备用。 

1．3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以最常用的MS培养基与 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JJngt"源激素：生长素为 IBA，细胞分裂素为6一 

BA，激动素KT。30’g／L蔗糖，7g／L琼脂，3g／L活性炭，pH为5，6—5．8，28~C，光照20~LX。 

1．4 初代培养 

将灭菌处理过的芽接种到设计好的诱导培养基上，每天观察一次，做好各项记录，根据生长情况决 

定是否转到新的培养基上，还是继续在原培养基上培养。 

1．5 增殖与继代培养 

将诱导产生的愈伤组织，转接到增殖培养基上继代培养，每2天观察一次，做好记录，特别注意分化 

出丛生芽的时间长短和产生丛生芽数。 

l，6 瓶外生根法生根与移栽 

选取 2cm高以上的丛生芽，在室内散射光条件下锻炼 l周左右，采取逐步打开瓶口的方法 ，根据芽 

的大小确定打开瓶口大小。待打开完全后，将丛生苗取出，洗去基部的培养基，用剪刀将丛生苗分出小 

枝条，用杀菌剂处理半小时后，移人放有由阔叶腐质土和珍珠岩3：l的栽培基质的木箱中，浇足水分，用 

塑料膜盖好木箱，放于室内，室温25~C一32~C，打开室内日光灯，湿度保持在95％以上。 

2 结果分析 

2，l 初代培养诱导愈伤组织情况 

根据实验设计配制培养基。在各试验中，由于实验设备条件的不完备，起初的污染达 50％以上，在 

改善后，基本上污染能控制在 2％左右。 

实验记录中在 MS+2．5 mr／L6一BA +1．0 mg／L IBA+0．2 mg／L KT上，培养第 3天，开始看到冬 

芽形态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发生变形。到l周后可在切口处和芽鳞叶上出现颗粒状的结构。20天以后 

愈伤组织已明显可见。可转为继代增殖培养。据统计，诱导率达90．3％。图l示诱导出愈伤组织。 

后通过春芽、叶片、叶柄、花蕾和果实作为外殖体作对照进行诱导，诱导率情况见表1。 

2，2 继代增殖培养情况 

初代培养能否不断增殖并进行继代培养，既是植物组织培养能否成功并实际应用的关键，又是植物 

离体快速繁殖中第二个阶段的目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8 在实验设计中，主要对附加外源激素 

的浓度进行调节，以细胞分裂素为主，并添加低浓度的生长素，将增殖系数控制在3，0—5，0之间，以实 

现增殖和壮苗的双重目的，一步成苗。 

在继代培养中，MS+1．0 mg／L6一BA+0．5 mg／L IBA培养基上，愈伤组织增多，1个月左右出现丛 

生芽的分化，丛生芽逐渐长大长高。见图2。 

用在 1／2MS作基本培养基，进行继代增殖培养，与 MS无明显差异。但培养出来的苗生长缓慢，周 

期较长。为达到缩短培养周期，有待进一步改善培养条件。 

2．3 瓶外生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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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组培的效益，试验采取瓶外生根的方法，对组培苗丛生芽进行瓶外扦插生根。选择继代培养 

中2em以上的小枝条 ，将其直接移人有机腐质土栽培基质中。培养时注意保湿 95％以上，注意室内温 

度25~C一32~C，光照强度为室内散射光。通过2个月的培养，幼苗生根良好，生根率达83．3％。 
．  表 1：不同外殖体诱导率情况统计表 

注：外殖体均采自同一株大树(树高24米，胸径0．83米)下部，MS培养基，单位是mg／'L，加0．2ZT，诱导率用％ 

图 1 鹅掌楸愈伤组织 图2 继代增殖培养 

3 讨论 

3．1 在实验条件下，以野生鹅掌楸多年生的植株冬芽为外殖体，在附加ZT的MS培养基上成功诱 

导出丛生芽枝条，经过继代增殖和瓶外扦插生根后，获得了大量组培苗，从而建立了鹅掌楸组培快繁体 

系，这在国内外尚无报道。这将为鹅掌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了有效保障和科学依据。 

3．2 野生高山鹅掌楸由于生长在野外，枝条粗壮，灭菌困难，先用 75％酒精处理 5秒(注意时间不 

能过长)，0．1％HgC1：消毒6—8min，污染率较低。时间控制要求高，操作技术熟练是保障。 

3．3 在外源激素的选择上，运用价格较低，稳定性较好的激素类型，简单易行。琼脂采用条状琼 

脂，降低成本。在培养过程中不论初代培养，还是继代培养，褐化现象都会出现，因此都必须加活性炭。 

3．4 木本植物已有报道利用组培苗生进行瓶外微条扦插生根方法获得成功o[1t,t2]研究利用此方 

法，在有机腐质土栽培基质上进行瓶外生根也获得成功，其生根率达到83．3％以上，有机腐质土在当地 

很多，从野外采来后，做消毒处理后待用，与市场上购买的进口有机腐质土相比更便宜，因而大大节省了 

组培用工和成本，也缩短了快繁周期，使鹅掌楸组培快繁技术更为有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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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民族体育产业开发的口径也随之拓宽。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体育文化事业局不断引进省内外、国内外各种体育赛事，不断开展民族体育文化活动， 

从而将展示出良好的民族体育经济发展势头。时值21世纪的今天，黔南布依山寨不断开发旅游业，使 

民族体育文化、原始生态文化与民族经济共同发展。如贵定布依山寨的“金海雪山”和“舒李节”、荔波 

垌塘布依乡的“梅花节”、都匀斗蓬山的“原始生态游”等等，都将会在不同的层面上，推进传统体育文化 

的发展。例如，在荔波垌塘布依乡的“梅花节”上，除观赏寒梅外，如能用“梅子”开发出“梅花棋”(五子 

棋)、“梅花子”(少儿捡子)，编创“梅花扇”健身武术套路等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内容，这将使垌塘乡的民 

族旅游业和民族体育文化互为双赢。 

4．2．2 和谐社会功能。黔南布依民族体育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现代社会功能，在其传承的过程中 

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黔南布依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促进人的个体社会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具有培养和提高基本生活技能的作用；其二，具有培养民族创新和进取精神的独特作用。 

竞争是布依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竞技场上的竞争精神通过传承，不仅锻炼身体，提高身 

体素质，掌握各种技能，而且培养、鼓励人的活跃思想，敢于拼搏，勇于创新，努力超越别人；其三，具有发 

展人际关系，助人为乐之精神。布依民族传统体育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创建，是在群体活动中、在一定 

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真正的、完整意义的民族体育。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进程 

中，必须建立起相应的人际关系，使布依民族儿女在活动过程中建立起伙伴、朋友关系，对他们进人社 

会，乐于助人，发展人际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其四，具有培养布依儿女遵守纪律，形成社会规范的作用。 

布依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就是有动作规格要求和竞赛与娱乐的规则，对培养布依民族遵守社会生活 

的各种准则有较好的强化作用。社会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每个社会都有管理成员行为和指导成员 

工作的章程。社会通过各种媒介和动因，教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对社会的义务感、 

责任感，培养个人将来充当社会角色应具备的先决条件。为此，布依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和谐社会、稳 

定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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