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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组织培养研究 

罗世家 
(1．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湖北民族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恩施 445000) 

摘要：分剐以 MS、N6和 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NAA与6一BA不同浓度组合于培养基中，以珙桐的叶片、茎、 

芽为外植体，诱导愈伤组织。结果表明：N 培养基的诱导愈伤效果略好 于MS培养基和 B5培养基，但效果不显 

著。同时使用NAA和6一BA．时，以NAA2．0 mdL加6一BA1．0 rag／L时效果较好。叶片、茎、芽3种外植体以 

芽诱导愈伤组织效果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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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 桐 (Davidia involucrata)又名 “水梨 

子”⋯，稀有种，为我国特有的单型属植物。珙桐 

起源古老，系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孑遗种 ]， 

对于研究古植物区系和系统发育具有重要的科学 

价值。 

珙桐叶互生，集于枝顶，纸质，宽卵形，长 

9～15 cm，宽 7～12 cm，两面被毛，叶缘粗锯齿， 

边缘有尖锯齿。花杂性，雄花有雄蕊 l～7枚，雌 

花和两性花有退化花瓣 6～10片，子房下位，6～ 

10室，花柱粗壮，分 6～10枚 ，柱头向外平展。 

花期 4～5月。花形似鸽子展翅，白色的大苞片似 

鸽子的翅膀，暗红色的头状：龙序如鸽子的头部， 

绿黄色的柱头像鸽子的喙，盛花时犹如满树群鸽 

栖息，被誉为 “中国鸽子树”【3】。核果肉质，椭圆 

形或矩状卵形，呈紫色，有黄褐色小斑点。果期 

9～10月。珙桐木材坚硬，材质好，可用于雕刻、 

玩具及美工艺术品H 。 

珙桐一般生长在海拔 1 250～2 200 m的湿润、 

多雾的常绿针阔叶混交林中，喜凉润气候及疏松 

肥沃的土壤，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 

云南等地有少量分布。 

由于森林被砍伐破坏及挖掘野生苗栽植 ，珙 

桐的分布正 日益缩小，濒临灭绝。目前，生产上 

主要是利用珙桐的种子进行繁殖，但由于珙桐种 

子表皮坚硬，果皮和种子子叶中都含有抑制物 

质 ，且后熟期长，有隔年发芽特性，甚至3至4 

年才发芽，故大部分种子未到发芽时间已腐烂， 

发芽率极低，甚至基本不发芽，为播种繁殖带来 

极大困难。采用组培技术进行繁殖很有现实意 

义 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材料取自湖北民族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苗圃和恩施市百户湾林场。剪取侧芽尚未萌发的 

枝条和具有较多嫩叶的枝条，经清洗、修剪后， 

插入水瓶中，在室温条件下水培。 

1．2 实验方法 

1．2．1 培养基配制 

实验选取的培养基是以 MS、N 、B5为基本培 

养基，附加生长素 (NAA)和细胞分裂素 (6一 

BA)，以叶片、茎、芽为外植体，采用三因素三水 

平正交设计，6一BA (因素工)三水平分别为 0．5 

mg／L、1．0 mdL、1．5 m L；选用的材料 (因素Ⅱ) 

三水平分别为：叶片、茎、芽；所用培养基 (因素 

Ⅲ)三水平分别为：MS培养基、N6培养基、B5培 

养基。培养基中含 NAA2．0 mg／L【u】，蔗糖 3％，琼 

脂 O．8％，pH值调节到 5．6～5．8之间，配比成 9 

个不同组合，以 100 ml三角瓶为培养容器，121～ 

126℃热压灭菌 20～25 min。 

1．2．2 外植体的灭茵和接种 

将叶片、茎、芽用 75％的酒精浸泡消毒30 S， 

用无菌水冲洗干净，取 l0％的 84消毒液对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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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消毒 15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4～5遍。将消 

毒后的叶片切成小块，每瓶接种 3块；同样，将 

消毒后的茎切成小段，每瓶接种 3段；将消毒后 

的芽去除芽鳞，每瓶接种 1个。每种材料接种 60 

瓶。 

1．2．3 培养条件 

将接种后的材料置于培养室内培养，温度控 

制在 25+1E，每 日光照 12h，每 3天观察 1次， 

如发现感染，及时清除或转接。半月后，开始形 

成愈伤组织，1个月后进行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培养 7天后，对每种材料的成活效果进行统 

计分析 (表 1)。 

表 1 3种外植体成活效果比较 

由表 1可知，采用相同的消毒方法和相同的 

生长素含量，叶片、茎、芽的生长情况存在明显 

的差异：芽的存活率最高，可达 75％；叶片的最 

低，仅有 12．7％，死亡率高达 87．3％；茎的生长 

优于叶片，但较芽为差。这可能与实验所用的消 

毒方法有关 (表2)。 

表 2 三种培养基对外植体成活率的影响 

表 2显示，三种培养基相比，N 培养基略好 

于MS培养基和 培养基，但差异性不明显。 

本次实验是将各种组合的外植体的愈伤组织 

形成率加以统计分析，得出愈伤形成百分率，然 

后再对结果进行不考虑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和比 

较，从中选出最佳组合；在 ot=0．01与 a=0．05 

显著水平上进行 F检验，求出各个组合之间的差 

异显著性。 

愈伤形成率= (愈伤组织形成块数／原培养外 

植体数)×100％ 

实验统计结果如表 3。 

表 3 正交实验结果 

编号 6 -BA 材料 培鹣  

1 o．5 叶 MS 15．00 22．79 

2 o．5 茎 N6 48．33 44．O4 

3 o．5 芽 65．OO 53．73 

4 1．o 叶 N6 1O．00 18．34 

5 1．o 茎 4O．00 39．23 

6 1．o 芽 MS 85．00 67．21 

7 1．5 叶 13．34 21．42 

8 1．5 茎 MS 55．00 47．87 

9 1．5 芽 N6 75．oo 6O．0O 

To=120．56T"：62．55Tm =137．87T1 122．02 

T1=124．78T茎=131．14TN6 122．38T2：132．67 

T2=129．29T1~=180．94Tm =114．38T3=119．94 

婊 1xi=374．63 

C= ( xi) =15573．38 

注 ：To、T1、T2、T叶、T茎、T芽、TMS、TN6、TB5分别为同一 

因素相同浓度或相同材料的反正弦变换值之和，T1、T2、T3表 

示相同随机误差的反正弦变换值之和 

表 4 方差分析 

愈伤组织培养采用正交实验设计三因素三水平 

方案，将愈伤组织形成率进行反正弦转换得到相对 

应的数据，并对此进行方差分析。其中因素I(6一 

BA)与因素Ⅲ培养基 (MS、N6、B5)差异都不显 

著，因素Ⅱ材料 (叶片、茎、芽)呈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不同的材料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有较大 

的影响。由于因素Ⅱ具有显著性差异，故有必要对 

三因素各个水平间进行多重比较。多重比较均采用 

q检验：当r=3时，I T芽一T叶I>wr，其中I T芽一 

T叶I为芽与叶片3次重复的平均差的绝对值，而w 

可以由公式W =q(r，f2)(MS~／m) 求得，r表示 

各个样本均值按从小到大排列后，所欲比较两个组 

相隔的距离。q(r，f2)值为显著水平 a：0．05时 

所查 q表所得。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因素Ⅱ(材料) 

之间，芽与叶片的差异性显著，茎与叶片和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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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不显著；6一BA和培养基各水平之间差异 

性均不显著 (表 4)。 

综上所述，因素 I即6一BA浓度的大小对珙 

桐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小；因素Ⅲ培养基 (MS、 

N B )，对珙桐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影响较小，因 

素Ⅱ材料 (叶片、茎、芽)对其影响较大。从实 

验观察所得的数据看，6一BA 1 mg／L+ N 培养 

基+芽组合为本次实验所用的 9组组合中的最佳 

组合，愈伤诱导率达到了85％。由于材料对结果 

影响较大，故 6一BA lmg／L+MS培养基+芽和 6 
一

BA lmg／L+B 培养基的诱导效果也较好，愈伤 

组织的形成率都达到了6O％以上。各处理的多重 

比较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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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il Tissue Culture of Da viaia in volucrata 

LUO Shijia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es，Enshi 445000) 

Abstract Regarded MS medium， N6 medium and B5 medium as the basic mediums． The blade， 

stem 。bud of the dove tree·were used as explant．the material was disinfected with 0．1％HgCl2，add 

different densitv of 6一BA ；it the nine medium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bud is the best explant in 

three of bud，stem and blade．N6 medium is little better than B5 and Ms med ium in induce callus，but 

the resu1t is not remarkable．The best combination of culture medium to inducement callus in 6一BA 1 

mg／L+N6 medium+bud． 

Key words Davidis involucrata；Explant；Callus；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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