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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叶片离体不定芽发生和快繁技术研究 

张艺萍，屈云慧 ，熊 丽，吴学尉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5) 

摘 要：以百合叶片为材料，建立了百合叶片不定芽发生、植株再生和微繁的技术体系。研究了不同消毒时间、不同激素及其组合 

对叶片不定芽发生、增殖和生根的效应。结果显示，用0．1％的氯化汞对叶片消毒5 nun效果较好，污染率为36％，萌动率为75 

％，诱导率为68．8％。MS+6．BA 2．0 mg／I +NAA 0．5 mg／L是叶片不定芽发生的适宜培养基；MS+6．BA 1．0 m L+NAJ 0．1 m L 

是不定芽增殖的适宜培养基；MS+NAA 0．1 m叽 是生根的适宜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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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dventitious shoot regeneration and micropropagation 

from leaves of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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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ventitious shoot formation，plant regeneration and micro-propagation were established in lily leaf in vitro．Eff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ed 

time，kinds of hormone and its combination on adventitious shoot fomration ，plant regeneration and root regenera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plant sterilized in 0．10 ％ aqueous mercuric chloridefor 5 min 'had better effect，and 36％ of contamination rate，75％ of germinating rate， 

68．8％ ofinducement rate，MS+6-BA2．0mg／L+NAA 0．5 rT1g／l_was suitableforadventitious shootfommtionfromtheleaf，the sho)ts grewwell 

in MS+6-BA 1．0 mg／L+NAA 0．1 mg／L medium，MS+NAA 0．1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root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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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y)，学名 Lilium．，为百合科百合属多年 

生球根类草本植物。全世界约有 100多种，中国栽 

培约有6o多种⋯。百合切花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 

快的花卉之一，市场前景广阔。百合以有性方式(种 

子繁殖)和无性方式进行繁殖，而以无性繁殖为主， 

生产上主要靠扦插繁殖和分球繁殖等方式繁殖。而 

组织培养的方法也是目前运用较多的方法之一。组 

织培养中常用百合鳞片作为外植体，还有用花丝 、花 

梗、花托、花柱、花葶、柱头、带叶茎段、子房、珠芽、 

根、茎尖等作为外植体培养成功的L2 J，而用叶片作 

为外植体进行直接再生体系的研究较少，所报道的 

多是用组培苗的叶片进行诱导ll J̈。本研究直接 

用采自田间的百合叶片作为外植体来进行再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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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为百合的优 良株系扩繁和野生百合资源的 

保存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快繁体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 

品种“Acapulco”，田间叶片。 

1．2 方法 

将叶片在流水下冲洗 1～2 h，然后用棉花蘸 75 

％的酒精擦洗叶片表面，再用 0．1％的氯化汞溶液 

消毒 3～9 rain，用无菌水洗4遍，将叶片放在滤纸上 

吸干水分后切成 2 cm×2 cm的小块，平放接种于诱 

导培养基 MI、M2、M3、M4上，每处理 5瓶，每瓶 5 

块；随后将诱导出的不定芽转接至 MS+6一BA 2～3 

mg／L+NAA 0．1～0．5 mg／L的培养基上，共设 13个 

处理，每个处理接 10个不定芽，重复 3次，摸索适宜 

不定芽增殖的培养基；将苗高为 2 cm左右的苗转接 

至 MS+NAA 0．05～0．15 mg／L的培养基中，共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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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每个处理接 1O棵苗，重复3次，探求适宜的 

生根培养基。以上培养基加入蔗糖浓度为3％，琼 

脂浓度为 0．5％，pH值均为 5．8，培养室温度 24℃ 

±1℃，光照强度 2000 lx，10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时间对百合叶片再生植株的影响 

用 0．1％氯化汞对百合叶片消毒 5 min时获得 

较好效果，其污染率为 36％，萌动率为 75％，诱导 

率为 68．8％。当}肖毒时间为7 min时，污染率较低， 

为 24％，但由于消毒时间长，不仅杀死了微生物，同 

时也导致外植体损伤，使萌动率、诱导率降低，而消 

毒 9 min时，则全部外植体褐化死亡。 

2．2 不同培养基对百合叶片再生植株的影响 

在 M1(MS+6．BA 1．5 mg／I~+IBA O．5 mg／I~+KT 

0．5 mg／I~)、M2(MS+6·BA 2．0 mg／I~+NAA O．5 rag／ 

L)、M3(MS+6·BA 1．0 mg／I~+NAA 0．5 mg／I~)、M4 

(MS+6．BA 2．0 mg／I~+NAA 0．1 mg／I~)4种不同的 

培养基上进行芽的诱导分化，观察得知，叶片在M2培 

养基中经20 d左右开始发芽生长；在 M1、M3培养基 

中经25 d左右才有绿色突起，之后有小芽生长；在 M4 

培养基中全部外植体褐化死亡。由此可知，M2是适 

宜诱导百合叶片再生植株的培养基，再生率为55％。 

高浓度的 6-BA且与 NAA的比例合适就比较容易诱 

导出芽，KT对诱导出芽也有一定的效果。 

2．3 不同培养基对百合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在 1(MS+6·BA 1．0 mg／I~+NAA 0．1mg／I~)，2 

(MS+6·BA 2．0 mg／I~+NAA O．05 mg／I~)，3(MS+6· 

BA 2．0 mg／I~+NAA 0．1 mg／I~)，4(MS+6·BA 2．0 mr／ 

L+NAA 0．15 mg／I~)，5(MS+6．BA 2．0 mg／I~+NAA 

O．2 mg／I~)，6(MS+6·BA 2．5 mg／I~+NAA O．05 rag／ 

L)，7(MS+6·BA 2．5 mg／I~+NAA 0．1 mg／I~)，8(MS+ 

6-BA 2．5 me／I~+NAA 0．15 me／I~)，9(MS+6．BA 2．5 

rng／L+NAA O．2 mg／I~)，10(MS+6·BA 3．0 mg／I~+ 

NAA O．05 mg／I~)，11(MS+6·BA 3．0 mg／I~+NAA 0．1 

mg／I~)，12(MS+6．BA 3．0 mg／I~+NAA 0．15 mg／I~)， 

13(MS+6．BA 3．0 mg／I．+NAA 0．2 mg／I~)等 13种不 

同的培养基上培养看不定芽增殖的效果。接种 20 d 

后观察结果，从增殖倍数来看，1号培养基的增殖效 

果最好，增殖倍数达 2．95。12号培养基的增殖效果 

最差，增殖倍数为 1．28。6．BA和 NAA的浓度与比 

例是影响增殖的主要因素，6-BA浓度越高，越不利 

于不定芽的增殖，而 6．BA和 NAA的比例为 10：1时 

较有利于不定芽的增殖。 

2．4 不同培养基对百合不定芽生根的影响 

在 1(MS+NAA 0．05 mg／I~)，2(MS+NAA 0．1 

mg／I~)，3(Ms+NAA 0．15 mg／I~)3种 同的培养基上 

培养看生根的效果。接种20 d后观察结果，从生根 

率、最大根长来看，在 2号培养基上生根效果最佳， 

生根率达 90．0％，最大根长为2．30 cm，较适宜后期 

的栽培，且根健壮。 

3 讨 论 

百合育种工作中选育出来的优良株系和野生的 

百合资源数量有限，很难进行下一步的筛选和资源 

保存 ，所以采用叶片作为外植体是较好的选择。其 

优点是取材容易，繁殖周期短，节省培养基。 

氯化汞是植物组织培养中常用的一种外植体消 

毒剂，其使用浓度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萌动有很 

大的影响。本实验以0．10％氯化汞对百合叶片消 

毒 5 min为最佳。消毒时间过短，达不到抑菌效果； 

消毒时间过长，又会对外植体产生一定的伤害，从而 

使萌动率降低。 

百合不定芽的产生受 6．BA和 NAA的影响，当 

6．BA 2．0 mg／I~，NAA 0．5 mg／I~时，最适宜诱导百合 

不定芽的产生，6一BA的影响较 NAA大，这与其它植 

物组织培养相同【他 。 

罗凤霞用新铁炮百合的叶片作为外植体，其诱 

导率为 11．43％_l6_。而本研究中的诱导率为 68．8 

％，说明 肖毒的时间和所用的培养基有利于百合叶 

片的诱导。马纯艳用有斑百合的I1-r片培养植株成 

功_1 ，但未建立起快繁体系。本研究筛选出了适宜 

百合增殖和生根的培养基，建立了：[厂化生产的快 

繁体系。这对百合优良株系的快繁和百合资源的保 

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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