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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山樱花组培快繁研究 

黄宇翔，刘金燕，卓小丽，王肇剑 

(福建省农科院花卉研究中心，福州 350003) 

摘 要：以福建山樱花(Prunes campanulata Maxim．)嫩枝作为外植体，接种到 1／4MS+BA1．0m IBA 

0．01 mg／L，可诱导大量丛生芽。增殖阶段，培养基MS+BA1．0mg／L+GA0．3 mg／L有利于苗的快速繁殖， 

提高繁殖系数。最佳生根培养基配方为：1／2MS+NAA1．0 mg／L+IBA0．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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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Huang Yuxiang，Liu Jinyan，Zhuo Xiaoli，Wan Zha0jian 

(Flower Rese~ch Center of删 Academy ofAgriculture，Fuzhou 350003) 

Abstract：Selected as explants，the young branches of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were cultured in vitro． 

nl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edium 1，4MS+ BA1．0mg／L+IBA0．01 ms／L WaS best for shoots regeneration； 

the medium MS+BA1．0mg／L+GA0．3 ms／L was best for plantlet propagation；the medium 1／2MS+NAA1．0 

mg／L+IBA0．2 ms／L WaS best for planflet roo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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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樱花是蔷薇科(Rosaceae)李属的重要观赏植 

物之一，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日本、朝鲜也有分布。 

在蔷薇科李属上，虽已有大量离体培养的研究，但基 

本上都是在栽培果树及其砧木树种上进行的，而在观 

赏树种上则很少有报道。笔者于2004年开始进行福 

建山樱花组织培养的研究，目的是得到福建山樱花离 

体培养各阶段的最适配方，使其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 

繁殖。 

1材料与方法 

试验时间：2004年9月一2005年 11月。试验地 

点：福建省农科院工程所公共实验室，供试福建山樱 

花由福建省林业厅种苗站提供。 

1．1诱 导丛生芽 

从一年生实生苗上摘取抽至4em左右的嫩枝， 

在自来水下冲洗半小时，去除叶片，留下带叶原基和 

芽心的嫩枝，先用70％的酒精浸泡30s，无菌水冲洗2 

遍，在O．1％升汞中消毒 7rain，其间要不间断摇荡瓶 

子，以确保外植体得到全面彻底的消毒，然后用无菌 

水冲洗 5遍以上。在解剖镜下，将枝条顶端剥开，露出 

生长点，切取约O．2mm，迅速接种到已打开瓶盖的诱 

导培养基上；剩下的茎段，切去尾部O．5cm，接种到诱 

导培养基上。 

1．2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以MS全价培养基为基础，附加不同浓度的BA、 

KT、IBA、NAA、GA，接种 30d后统计增殖率，找出增 

殖效果最佳的配方。 

1．3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以I／2MS培养基为基础，附加不同浓度的NAA、 

IBA、BA，30d后统计生根率和根长，找出最佳生根培 

养基配方。 

整个离体培养过程以MS为基础，附加蔗糖 

30g／L，琼脂 6g／L，pn5．8；培养温度为(23±2)℃，光照 

3o0O1)【，12h／d． 

2结果与分析 

2．1丛生芽的诱导 

从表 1中可以看出，接种于MS培养基的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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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化现象严重，丛生芽诱导率低于 48．57％；而接种于 

1／4MS培养基上的外植体生长良好，褐化现象基本不 

发生，丛生芽诱导率达 68．6％。在 MS培养基上的外 

植体产生的黄褐色渗出物，凝聚在外植体周围，难 以 

扩散，严重的会凝结成水滴状。黄褐色渗出物会毒害 

外植体，表现为褐化。在 1／4MS培养基的外植体，黄 

褐色渗出物得到及时扩散，大大减轻了对外植体的毒 

害，褐化程度明显降低。黄褐色渗出物进入培养基中， 

使培养基的颜色逐渐呈现出黄褐色；这与王永清【·】在 

樱花离体培养中观察到的现象一致。4个诱导培养基 

中，以培养基 1／4MS+BA1．0mg／L+IBA0．01mg／L效 

果最好，褐化率最小为 31．4％，诱导率达 68．6％。 

表 1不同培养基对丛生芽诱导的影 响 

2．2 丛生芽的增殖 

丛生芽进入增殖阶段后，不在产生黄褐色渗出 

物，故用全价 MS培养基以提供足够的养分。从表 2 

可以看出，在供试 的 8个培养基配方 中，MS+BA 

1．0mg／L+Q ．3 mg／L配方的增殖效果最好，增殖率 

高达 600％。植物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比值小时，能 

促进芽的形成，这时细胞分裂素起主导作用，同时添 

加低浓度的GA0．3mg／L对丛生芽增殖有促进作用[21。 

添加 IBA、KT和NAA对提高福建山樱花的丛生芽增 

殖效果不明显。 

表 2不同激素组合对试管苗增殖效果的影响 

2．3 生根 诱 导 

无根苗长到 3cm左右高时即可转入生根培养基 

中。从表 3可以看出，在长根阶段添加 BA不利于根 

的诱导；以NAA和 IBA配合使用效果较好，当NAA 

表 3不同激素组合对福建山樱花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图 1不定芽的诱导 图 2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图3根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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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自然环境，而后移栽到泥炭土+珍珠岩 (1：1)的基 

质中过渡栽培，初期要避免日光直射，拉好遮阳网，保 

持 90％~ I-_的空气湿度，同时控制好浇水量，避免苗 

床太湿引起烂苗。10d以后逐渐降低空气湿度，30d后 

可移栽大田，成活率可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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