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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色索尔邦百台的组培快繁技木研究 

张 伟 丽 ，金 欣 庆 

(1_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25) 

摘 要：研究了以索尔邦百合(Lilium Sorbonne)的鳞片叶为外植体的组培和植株离体再生技 

术，培养基采用MS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的激素组合。分别获得诱导的愈伤组织、芽及根，并迷 

选出最佳激素组合，以确立索尔邦百合组织培养再生系统。试验结果表明适合的诱导培养基是 

MS +BAO。5mg／L+NAA 0．2mg／L；继代培养基为 MS +2，4-D 1．0mg／L和 MS +BA 0。5mg／L 

+NAA0．2mg／L；生根培养基是 l／2MS+IBAO。2mg／L和1／zMS +NAA0。2mg／L。该方法最大 

增殖倍数达到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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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 tenuifolium )是百合科(Liliace— 

ae)百合属(Lilium)植物的统称，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 

卉，索尔邦百合(Sorbonne)属于东方百合杂种系(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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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 Hybrids)，为百合中的名贵品种群，由于其花色 

艳丽、花形奇特、芳香宜人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近年 

国内外市场热销的花卉种类之一。东方百合是通过杂 

交育种选育出来的，种子高度败育，常采用传统的鳞茎 

球繁殖方法，繁殖速度缓慢，在短期内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目前国内主要通过进口种球进行生产，为了降低生 

产成本，实现种球的自主繁育，进行组织培养与快速繁 

殖已十分必要，并且在百合的优良品种快速繁殖、脱毒 

复壮、新品种培育以及应用生物技术进行分子育种中， 

组织培养都是比较合宜的方法，百合许多器官和组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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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System of TLSSUe Culture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Dianthus spiculifo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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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generation system from stem of Dianthus spieulifolius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different eytokinins tom— 

bining with other phytohormone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onal medium for inducing callus was MS +1．0mg／L 

2，4一D+O．5rng／L 6一BA，the optional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was MS+O．2rng／L 6一BA+4mg／L KT+O．02 mg／L 

IA八 and 1／2MS +1．0mg／L IBA+0．01rng／L NAA for the rooting of adventitious buds．The result are suitable for 

screening gene--transformed Dianthus spieulifolius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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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组织培养诱导成苗。 

许多科研工作者利用百合野生种和栽培种的不同 

品种、不同部位的外植体如花器 、茎尖嘲、叶片Ⅲ、鳞 

片 ，引、鳞茎 、鳞芽 、小鳞茎嘲、珠芽嘲以及带腋芽的 

茎段[1叩等诱导愈伤组织并获得再生植株。 

索尔邦百合采用花丝、花托、子房等花器官进行离 

体培养的研究有报导，但采用鳞茎球快繁的研究未见报 

导。花器官作外植体取材易受开花期的限制，不能常年 

进行组培生产，而鳞茎球却不受此制约，可连年取材进 

行组培生产。这种索尔邦百合是东方百合中热销的品 

种，具有良好的观赏和经济价值，因此其快繁方法有重 

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百合从中国芊卉种苗公司购买的国外进口的百合 

鳞茎球，开粉红色花的索尔邦百合(Lilium oriental hy— 

brid Sorbonne')。 

1．2 百合无菌鳞茎球外植体的处理 

取百合鳞茎球，先经自来水流水冲洗 2h后，用细软 

毛刷刷去泥土冲洗干净，把鳞茎球中的鳞片叶剥下后， 

剔出病残者，挑选靠近鳞茎盘基部的幼嫩鳞片叶，用刀 

修整，剔除菌斑及瑕眦，放入培养皿中待用。在超净工 

作台上，用75 酒精浸泡 30 S，用无菌水漂洗后再放入 

0．1 HgC12(O．02 吐温)中浸泡 5"-8min，用无菌水漂 

洗5次后，放入无菌的培养皿中用灭菌的滤纸吸干水 

分，切成3ram~3mm的小块作外植体备用。 

1．3 百合组培的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包括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激素组合，适用于不同组 

培阶段的培养基组成，基本培养基选用 MS培养基或 

1／ZMS培养基，以上培养基均加入 0．55 琼脂，3 蔗 

糖，pH5．8，培养温度 22℃～26℃，光照度 2 000～ 

2 200Lx，光照12h／d~诱导培养基、分增殖培养基、生根培 

养基分别是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的激素组成，其中生根培 

养基的基本培养基为1／2MS培养基。在组织培养室培养 

期间注意观察，随时剔除污染的材料，以免交叉感染。 

1．4 统计记录 

接种后每天观察隔 7d做 1次记录，并记录启动情 

况，出愈伤及生芽情况，继代后的增殖情况，生根后的生 

根数及生根率。愈伤和芽数每次都以统计截止当天的 

愈伤情况及可见芽数做计录。启动是指外植体有生长 

迹象，如现绿，表现皱缩卷曲，不同程度的加厚及伸长， 

启动率：表现皱缩加厚的外植体数占接种的外植体总数 

百分率；出芽率(外植体出芽频率)：出现芽或芽丛的外 

植体数占接种的外植体总数的百分率。出芽数(出芽指 

数)：发生芽的外植体上的平均出芽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百合鳞片不定芽的诱导 

鳞片块接入培养基在组织培养室中先暗培养 7d，约 

15d左右鳞片颜色由白变成绿色，20d时鳞片表面及切 

1：1处出现白色及浅绿色突起，每个鳞片上有数个这种突 

起，35~40d时突起上长出很密的绿色的芽丛同时鳞片 

基部出现的愈伤组织并增大，至 50d(约 7周)其中的 4 

个诱导培养基诱导的芽的分化率都大于 4O 。50d时 

已出的芽丛继续长高，而基部愈伤在生长的同时又出现 

新的芽点及芽丛，诱导培养情况见表 1。芽丛在诱导培 

养基上能正常生长说明诱导培养基也能继续培养愈伤 

与芽丛的共生体(见图1A)，培养至90d(约13周)结果如 

表2所示。综合了启动率，出芽频率及出芽指数，并结 

合生长状态。诱导培养基中MS+BA0．5mg／L+NAA 

0．2rag／L(单位下同)的效果最好。 

表 1 不同激素含量培养基 50d诱导启动情况 

表2 诱导培养基上生长 90d时芽的生长情况 

2．2 继代增殖 

将高度为大于4---5cm并且基部鳞茎球已形成的苗 

接人生根培养基，其余的愈伤和小芽丛切成小块，接入 

不同的芽增殖培养基中继代增殖，培养约40d后，便又 

形成新的丛生芽，同时愈伤还在继续增大，同时芽在长 

大过程中鳞茎球也在形成、生长，继代芽的增殖倍数如 

表3所示。继代增殖过程中其中 MS+2，4一D 1．0和 

MS+BA0．5+NAA0．2的增殖倍数分别为4．3和5．74， 

同时苗也很健壮，因此二者是适宜的继代培养基。 

2．3 生根 

表3 不同激素含量培养基继代增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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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激素含量生根培养基继代增殖结果 

NA

激素
A 

平均生根数 平 度 生长势 

0．1 0．56 0．776 健 

0．2 3．80 1．428 健 

。．3 l_50 0．842 中等健 

0．1 2．34 0．245 弱 

0．2 5．00 1．63 健 

将苗高达 5cm以上且基部鳞茎球达到直径 3mm的 

无菌苗移人生根培养基中，经 40d后，生根情况见表4、 

图 1B，其中的效果较好的培养基为 I／2MSWNAA0．2和 

1／2MS+IBA0．2。 

A 索尔邦百合在诱导堵养基中的芽与愈伤 

B 索尔邦百合在生根培养基中 

图 1 索尔邦百合的组培过程 

2．4 练苗及移栽 

移人生根培养基中的苗 15d开始生根，经40~50d 

生长出大量根系，并且苗基部的鳞茎球发育至直径达 

3mm，就可敞开瓶口在培养室中练苗。一周后，用流动 

水清洗干净根系上的培养基，移人事先喷洒过 0．2 达 

克宁的基质(沙 ：花肥 ：椰糠比为 1：1：1)中，放人培 

养箱中，温度为25℃，平均光照强度 2 000Lx，每日光照 

12h。每隔2d浇水管理，15d后再移人花盆或大田中生长。 

3 讨论与结论 

该培养经初代培养中短暂愈伤阶段很快就进入芽 

丛阶段，可以说愈伤与芽丛是共生的，MS+2，4一D 1．0"-- 

1．5培养基诱导愈伤效果很好，诱导芽密度大，但苗的健 

壮成度比在 MS+BA 0．5+NAA0．2诱导的差。而在 

MS+BA 0．5+NAA0．2继代培养的芽密度中等，增殖 

倍数较好芽更健壮。因此若为转基因培养时愈伤增殖 

用MS +2，4-D 1．0～1．5继代最好，而为获得无菌组培 

苗可选用MS+BA 0．5+NAA0．2继代最好。经诱导培 

养后每隔 30~40d进行继代增殖，达到每个外植体新生 

芽约 6株，其中愈伤增殖倍数也达到了3----4倍。 

在诱导培养基中的诱导并不是随着2，4一D分裂素 

浓度的增加而效果更好，以MS +2，4一D 1．0的诱导效果 

好于MS +2，4-D 1．5，可能是继代过程中激素含量低的 

累加效应低反而效果好。 

利用该方法，建立了百合组培苗的快速繁殖途径。 

获得了百合的无菌苗可用作转基因研究中的转化受体， 

该方法可达到接种无菌率75 9／6，存活率60 以上。 

该方法克服传统的鳞茎球繁殖方法繁殖速度缓慢 

的缺点，使索尔邦百合的工厂化生产成为可能，也为转 

基因等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提供无菌小苗或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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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r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Lilium oriental hybrid‘Sorb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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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rganogenesis and plant regeneration of Lilium Sorbonne was studied by using the segments of bulb as ini— 

tial explants，The calli，sprouts and roots were induced respectively on the various media got by adding different hor— 

mone to MS  basic medium．The optimum hormone combinations were selected and plant regeneration system was estab— 

lished．The results showed the optimal medium for explant induction W&b MS +BA0．5 mg／L+NAA 0．2 m L，optima l 

medium  for proliferating clum p sprouts was MS +2，4-D 1．0 mg／L Or MS +BA 0．5 mg／L+NAAO．2 mg／L，and the 

optimal medium  for the plantlet rooting was 1／2MS+NA AO．2 mg／L or 1／2Ms+IBA0．2 rng／L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reached 5．74． 

Key words：Lilium Sorbonne Tissure culture Rapid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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