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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斑百合的组培快繁研究 

王红霞，王文锋 (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术系，河南新乡453oo3) 

摘要 【目的】提高紫斑百合的培养效率。【方法】以紫斑百合的鳞茎作外植体，在MS+6-BA0．50mg／L、IBA0．80—1．20mg／L的培养基上一 

步分化成苗。【结果】在增殖培养基上可大量增殖，经生根培养练苗后成活率达 95％以上。【结论】该方法大大缩短了紫斑百合培养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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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Propagalion of Lilium nepalense D．Don 

WANG Hong-Xia et al(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Xinxiang Medical College，Xinxiang，Henan 453003) 

Abstract 【Objective】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improve breeding efficiency of Lilium nep~ense D．Don．[Methend】Taking the bulb of Lilium 

nepalense D．Don．as explant，seedling differentiation was obtained on MS+6_BA 0．50 mg／L+IBA 0．80～1．20 mg／L．【Result】Multiplication on 

enrichment medium was the most，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as high as 95％after rooting and seedling training．【Conclusion】Culture period was 

sho~ened great]Y by using this 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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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斑百合(Lilium nepale瑚e D．D0n)为百合属卷瓣组多 

年生球根花卉⋯，分布于云南 、西藏(南部)，生长在海拔 

1 400～2900m的杂木林灌丛中。花大喇叭型，淡黄色，中心 

呈紫色，色彩艳丽，株形美观，园艺观赏价值高，是非常好的 

鲜切花材料。但在 自然环境中繁殖较慢 ，且由于人为破坏和 

干扰，目前这些野生居群的百合处于濒危状态，因此，急需 

将其引种并快速地繁殖推广，将优良种百合用于花卉生产。 

笔者从野生居群中选出具有优良经济性状的单株直接 

应用组织培养技术将其扩大繁殖，以供生产之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紫斑百合的鳞茎。 

1．2 方法 从优良植株上选取幼嫩的鳞茎，先用湿纱布轻 

轻擦洗其表面，然后用洗衣粉洗，再用流水冲洗干净，蒸馏 

水洗 3～4次，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75％的酒精消毒 30 s， 

再用 0．1％的升汞消毒 8 min，无菌水洗 4～5次，用无菌的吸 

水纸吸干其表面的水分。将小鳞片分开，较大的可纵切成 

2～3片，接种于诱导丛生芽培养基①上，培养温度(25±2)cC， 

光照度 1 500lx，光照 12hid。待芽伸长，绿色叶片长出时，转 

移到增殖培养基②上进行快速繁殖 ，然后将生长旺盛的芽 

转移到生根培养基③上进行生根培养 ，形成完整的植株后 

可以移栽。培养基配方见表 1，3种培养基 中均含蔗糖 3％， 

琼脂 0．9％，pH值为 5．8。 

表 1 培养基的配方 

Table 1 Formula of cultur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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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诱导丛生芽培养基 MS+6

．BA 0．50+IBA 0．80～1．2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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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增殖培养基 Multiplication medium MS+6-BA 0．5o~1_O0+NAA 0．05．--0．10 

③生根培养基 Rooting medium MS+IBA 0．02～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丛生芽诱导 在培养基①上培养 1周 ，鳞片开始增厚 

变绿，约 2周开始出现浅黄色的分生细胞团，1个月后， 

从分生细胞团上分化出淡绿色的芽丛，继而长大伸长(图 

1)。平均每块外植体可分化出 6个具有小鳞茎的幼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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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鳞瓣均能分化出小鳞茎。这就为紫斑百合的快速繁殖 

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可获得大量培养的材料。具体分化情 

况见表 2。 

图 1 从分生细胞团上分化出的芽丛 
Fig．1 Bud differentiation from meristematic cell mass 

表 2 小鳞瓣的分化情况 
Table 2 Difrerentiation of small bulb 

nee

⋯
ntration。 

接
In ocula- 

h0Ⅱn(】ne∥mg／L io1n duie
． ．

rentl。 differentiated see li“g 

D。 t 
small bulb cm 

6 A 0_5O+NAA 0．05 36 36 6 1．5 

6-BA0．8O}NAA0．10 38 38 7 3．5 

6_BA 1．00+NAAn10 32 32 5 2．5 

2．2 增殖培养 将芽切下转接到培养基②上，15 d后从小 

芽基部又分化出 5～7个小芽形成芽丛，增殖迅速。约 30 d 

继代培养 1次。芽经过连续不断的继代增殖，生长分化表现 

正常，并且随着代数的增加而加速和增多，芽苗也较旺盛粗 

壮。在继代培养过程中，发现芽苗长势良好要求有合适的培 

养温度。若温度太高，容易出现褐化现象，长出的芽苗也难 

以生根。 

2．3 生根培养与移栽 将长约 5 cm的丛生芽切成单株，除 

掉周围愈伤组织，接种到培养基③上，约 15 d开始生根，30 

d可长成粗壮的根。生根率 100％。待根长至 1 cm左右开始 

炼苗，炼苗 7 d左右便可移栽。移栽时，小心洗去附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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