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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山樱花不定芽诱导和植株再生规模化繁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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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取 长约 4 CITI的 3年 生福建 山樱 花 中选树 的春梢为 外植体 ，接种于添加 6-BA和 IBA 的 MS培养 基 中， 

诱导产生不定芽。结果表明：当培养基为 1／4 MS时，能有效地防止外植体的褐化死亡；添加 1．0 mg／L 6-BA 

和 0．01 mg／L IBA 的培养基 上，外植体 能快速 生长 ，且无玻璃 化苗发 生。增殖 阶段 以添加 1．0 mg／I 6-BA+ 

0．3 mg／L GA。的 MS培养基最好，1个周期的增殖率可达 600 。当外殖体高约 4 ClTI时，即转入 1／2MS+ 

1．0 mg／I NAA+0．2 mg／L IBA培养基进 行生根诱 导培养 ，25 d后 即可陆续 生根并长 成完整植株 ，35 d生根 

率可达 92．1 。以1／3份珍珠岩+2／3份泥炭混合基质为移栽基质时，试管苗移栽成活率可达 94 。该试 

验 中各 项指 标 已达到快速繁育苗木 的要求 ，其技术措施可直接应用 于规模 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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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itious Bud Inducing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Cerasus 

campanulata Maxim．in Large Scale 

I 0 Yue-liang 一，CHEN Zhang ，SHI Jisen ，HUANG Yu—xiang。，LIU Jin—yan。，XIE Jian-li。 

(1．The Key Laboratory of Forest Genetics and Gene Engineering of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nd Jiangsu 

Province(Nam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iing 210037，China；2．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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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plants in 4 cm length collected from spring shoots of 3-year—old selected tree 

of Cerasus campanulata were inoculated on M S culture medium with 6-BA and IBA for ad— 

ventitious buds mutipli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plants were prevented effectively 

from being brown and dying when the medium of 1／4MS were used．Explants grew fast and 

no vitrification when the medium plused with 1．0 mg／L 6-BA and 0．01 mg／L IBA．The me— 

dium of MS with 1．0 mg／L 6-BA and 0．3 mg／L GA3 was the best for multiplication and mul— 

tiplication rate could reach to 600 during one culture cycle．Plantlets were to be transferred 

on the 1／2MS medium with 1．0 mg／L NAA and 0．2 mg／L IBA for rooting．when the ex— 

plants were reached in about 4 cm．The root system could be developed well during 25 days 

and to be come a new plant．The rooting rate could reach to 92．1 after 35 days．The sur— 

vival rate was above 94 when the plantlets were to be moved to nursery．The medium in 

34 pearlite and 67 peat soil was good for rooting． This micropropagation technology 

could be applied in mass propagation． 

Key words：Cerasus campanulata；Tissue culture；Adventitious bud；Plant regeneration；M ass 

propagation 

福建山樱花(Cerasus campanulata Maxim．)属蔷薇科樱属落叶性小乔木或中乔木 引。因其花色 

艳丽，先花后叶，盛花时节，整个树冠布满花朵，观赏价值极高，且性喜光照充足和温暖的环境，较耐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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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阴凉 ，并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较强的抗污染性能力，适宜在我国南方气候温热的地区种植观赏。近年在 

福建、广东等地示范栽培，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但由于收集种子困难和扦插繁殖技术不成熟，各种规格 

的苗木生产供不应求。周志坚等、王永清等和王光萍等分别报导过樱花和山樱花外植体诱导、不同的外 

植体取材及丛生芽诱导和生根诱导的研究 引。笔者利用组培快繁技术，建立了较成熟实用的规模化福 

建山樱花组培快繁技术体系，以满足城乡园林绿化建设的需求。 

1 材料与方法 

于福建山樱花春梢生长期 ，取 3年生的中选树顶端长约 4 cm茎段为外植体 ，自来水下 冲洗 0．5 h， 

去除叶片，留下带叶原基和茎尖的嫩枝 ，70 的酒精浸泡 30 S，无菌水冲洗 2遍 ，用灭菌滤纸将残 留于 

外植体表面的水分吸干。接着将外植体放入经灭菌处理的瓶中，1 升汞水浸泡 7 rain(为确保外植体得 

到全面彻底的灭菌，要将瓶子加以摇荡)，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5遍以上。 

在无菌条件下，借助显微镜将外植体顶端剥开，切取长约 0．8 cm、带生长点及叶原基的茎段，接种 

于添加不同浓度的6一苄基腺嘌呤(6-BA)和吲哚丁酸(IBA)的MSl_6 或 1／4MS培养基上进行不定芽诱 

导培养。约 40 d后 ，将丛生芽分切后转移到添加不 同浓度的 6-BA、萘 乙酸(NAA)和赤霉素(GA。)的 

MS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培养 ，25 d后统计不定芽的增殖数 。 

当外植体长至 4 cm左右高度时 ，再转入 1／2M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不同种类 、不 同浓度的植物生 

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生根培养基进行生根培养。 

培养基 的 pH均为 5．8，蔗糖和琼脂含量(质量分数)分别为 3 和 6．5 ，培养温度(25±2)℃ ，每天 

8：00～18：00人工光照，光照度 1 800 Ix，其他时间段为自然光照。 

当幼苗根系生长至 2～3 cm 时 ，打开瓶盖在培养室中炼苗 4 d后 ，再移至温室 自然光下炼苗 3 d，温 

室内置遮阳网(透光率 60 )，温度保持(26±2)℃，使其适应自然环境，再移栽到使用 100 mg／L的高锰 

酸钾溶液淋透过的基质上定植 。移栽基质共有 7种配方处理 ，每一处理设 3个重复，每个重复 50株。 

移栽 15～20 d再逐渐增加自然光照时间，但仍要避免强光直射，直至苗高 15 cm后再接受完全的自然 

光照。 

日常管理 ，避免剧烈的温度变化 ，并保持 良好的通风状况和定期喷洒 1 000～1 200倍液的甲基托布 

津溶液防治病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定芽的诱导 

为了避免在植物组织培养中产生体细胞无性系变异，采用 了直接诱导外植 体中腋芽分 化成不定芽 

的方法，以获取大量遗传基础一致的苗木。福建山樱花属于离体培养较困难的树种，在离体培养过程中 

外植体易发生褐化直至死亡 。此实验中，接种于 MS培养基的外植体 ，不久即产 生黄色渗出物，褐化严 

重，不定芽诱导率低于 48．57 ；改接种于 1／4MS培养基上后外植体则生长良好，发生褐化的外植体数 

较少，不定芽诱导率可达 68．57 (表 1)。观察得知，接种至 MS培养基上的外植体产生的黄褐色渗出 

物多凝聚在外植体四周凝结成水滴状 ，外植体进 而褐化 ，直至死亡；当培养基为 1／4MS时 ，渗 出物迅速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福建山樱花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s on adventitious bud inducing of C．campanulata 

扩散到培养基中，未见对外植体产生伤害，因而减轻了其对不定芽诱导发生的影响。试验表明：在诱导 

培养中添加 1．0 mg／L 6-BA+O．O1 mg／L IBA，能较好地促进不定芽的形成，提高不定芽的诱导率，接 

种培养25~30 d后，芽长即可达到2～3 cm，并形成了丛生芽。虽然该研究中应用的外植体品种与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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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等所用的不同，但与王光萍等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_5]。 

2．2 不定芽的增殖 

将诱导培养基上形成的不定芽 ，接种 到添加不同浓度的 6-BA、NAA和 GA。的 MS培养基上进行增 

殖培养，1周后，芽体即会有明显的伸长，新芽开始萌动生长；接种后 20 d，新芽伸长到2～4 CITI，每芽叶片数 

可达 6～10片，且叶色油绿。不同配方处理结果表明(表 2)，以 MS+1．0 mg／L 6-BA+0．3 mg／L GA。培 

养基对芽体增殖效果最好，25 d的增殖率可达 600 ；其次是 MS+0．8 mg／L 6-BA培养基，25 d的增殖 

率达 500 ；MS+1．0 mg／L 6-BA+0．1 mg／L IBA+0．3 mg／L GA。培养基的增殖效果位列第 3，增殖 

率达 400 ；而其他各种培养基上的增殖率均不超过 250 。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福建 山樱花丛 生芽增殖 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s on buds multiplication of(1．campanulata 

2．3 不定芽的生根 

福建山樱花的不定芽诱导生根 比较 困难 ，添加不同种类及不同浓度的植 物生长调节剂 的培养基对 

生根诱导影响极大 。不同培养基对福建 山樱 花不定芽生根的影响见表 3。由表 3可知 ，只添加植物生 

长素而不添加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即 1／2MS+1．0 mg／L NAA+0．2 mg／L IBA和 1／2MS+ 

1．5 mg／L NAA+0．2 mg／L IBA两种培养基的诱导生根效果最好，接种 25 d后即可陆续生根并长成完 

整植株，35 d生根率分别达到 92．1 和 87．5 ，单株根数也分别达到 5条和 6条，平均根长为 0．6～ 

3．1 CITI和0．7～2．6 CITI；而在相同植物生长素水平的基础上再添加细胞分裂素的 1／2MS+1．0 mg／L 

NAA+0．2 mg／L IBA+ 0．2 mg／L 6-BA 和 1／2MS+ 1．5 mg／L NAA+0．2 mg／L IBA+0．2 mg／L 

6-BA两种培养基生根效果明显不如前者。同时，1／2MS+1．0 mg／L NAA+0．4 mg／L IBA+0．2 mg／L 

6-BA和 1／2MS+0．8 mg／L NAA+0．4 mg／L IBA+0．4 mg／L 6-BA两种处理 的培养基上生根效果也 

分别明显好于1／2MS+1．0 mg／L NAA+0．2 mg／L IBA+0．2 mg／L 6-BA和1／2MS+0．8 mg／L NAA 

+0．2 mg／L IBA+0．4 mg／L 6-BA处理。结果说明，在同等 NAA和6-BA水平下，适当提高IBA的使 

用浓度，有利于提高福建山樱花不定芽的生根率。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福建 山樱花 不定 芽生根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 ium on rooting for adventitious bud of C．campanulata 

培 养 基 
Culture medium 

接种芽数 生根率 单株生根数 平均根长 
Number of Rooting Number of Root 

inoculated shoot／株 rate rooting shoot／根 length／cm 

1／2MS+1．0 mg／L NAA+0．2 mg／L IBA 

1／2MS+ l_0 mg／L NAA+0．2 mg／L IBA+ 0．2 mg／L 6-BA 

1／2MS+ 1．0 mg／L NAA4-0．4 mg／L IBA+ 0．2mg／L 6-BA 

1／2MS+1．5 mg／L NAA+0．2 mg／L IBA 

1／2MS+1．5 mg／L NAA4-0．2 mg／L IBA+0．2 mg／L 6-BA 

1／2MS+0．8 mg／L NAA4-0．2 mg／L IBA+0．4 mg／L 6-BA 

1／2MS+0．8 mg／L NAA4-0．4 mg／L IBA+0．4 mg／L 6-BA 

1／2MS+0．4 mg／L NAA4-0．2 mg／L IBA+0．2 mg／L 6-BA 

38 

38 

32 

40 

27 

38 

40 

4O 

0．6～ 3．1 

0．5～ 2．9 

0．4～ 3．0 

0．7～ 2．6 

0．3～ 2．3 

0．5～ 2．4 

0．4～ 2．0 

0．3～ 3．3 

2．4 栽培基质对试管苗移栽的影响 

7种基质配方试验移栽成活率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栽培基质对福建山樱花试管苗移栽成活 

率、移栽后幼苗生长有极显著影响(表 4)。其中移栽成活率以 1／3珍珠岩+e／3泥炭混合基质最高，可 

达 94 ，其次是 i／2珍珠岩+1／2泥炭混合基质，为 88 ，第 3是 1／2蛭石+1／2泥炭混合基质，为 

85 9／6，且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蛭石最低，仅 65 (表 5)。研究还发现，含有泥炭的栽培基质上幼苗增 

高量和单株根数均明显高于不含泥炭的珍珠岩和蛭石(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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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方差 分析 结果 

Table 4 Result of analysis of variance 

注 ：F0 05—3．87，F0 o1—4．46 

表 5 不同栽培基质对福建山樱花生长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 on growth of C．campanulata 

注：配方 I．珍珠岩；配方Ⅱ．蛭石；配方Ⅲ．泥炭；配方Ⅳ．1份珍珠岩+l份泥炭混合基质；配方V．1份珍珠岩+2份泥 

炭混合基质；配方Ⅵ．1份蛭石+l份泥炭混合基质；配方Ⅶ．1份蛭石+2份泥炭混合基质。 

3 结 论 

福建山樱花离体培养不定芽诱导适宜培养基为 1／4 MS+1．0 mg／L 6一BA+0．01 mg／L IBA+3 

蔗糖，增殖培养基为 MS+1．0 mg／L 6一BA+0．3 mg／L GA。+蔗糖 3 9／6，生根培养基为 1／2MS+ 

1．5 mg／L NAA+0．2 mg／L IBA+3 蔗糖，一个培养周期约需 100 d，不定芽增殖倍率可达 6倍，植株 

生根率达 92．1 。以 1份珍珠岩+2份泥炭混合基质 (配方 V)为移栽基质 的试管苗移栽成活率可达 

94 。在这种条件下 组培快繁的各项指标已达到快繁育苗的要求，技术措施可直接应用于规模化 

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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