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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石楠组织培养工厂化扩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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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句容 212400l 2．南京 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00137) 

摘 要：以红叶石楠的侧芽和顶芽为材料进行组织培养试验。结果表明：外植体用0．1 HgCI2消毒 1O～12 min，诱导 

培养基以 MS+O．05 mg·L NAA+2．0 mg·L- 6-BA为佳，芽增殖培养基以 MS+1．0 mg·L- BA+O．1 mg·L 6-BA 

为佳，壮苗培养基以 MS+O．5 mg·L- NAA+0．5 mg·L- 6-BA为佳，生根培养基以 1／2MS+l_0 mg·L- IBA为佳，将 

生根苗移入温室的穴盘中．基质以蛭石 ：珍珠岩 ：泥炭土=5：3：2较好，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先照和湿度，成活率可达 

9O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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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 ass Reproduction of Photinia Fraser through Tissue Culture 

QIU Guo-iin et a1． 

(Jiangsu Polytechnic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Jurong Jiangsu 21240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ports a tissue culture of tahotinia Fraseri with its side-bud or top-bu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tter sterilization iS putting in 0．1 HgC12 solution for 10—15 rain；the better inducement medium is MS+ 0．05 nag·L- 

NAA+ 2．0 mg·L- 6-BA：the better buds multiplication medium is MS+ 1．0 mg·L BA+O．1 mg·L 6-BA；the better 

medium for strong seedling is MS+0．5 mg·L- NAA+O．5 mg·L 6-BA；the better medium for striking roosts is 1／2MS 

+ 1．0 mg·L- IBA l the better base soil is composed of vermiculite。 pearlite peat= 5：3：2 after struck roots seedling s 

being transplanted tO hole plates in greenhouse．The survival rate can be over．90 under well—controlle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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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石楠 红罗宾 (Photinia fraseri Red Robin')属蔷薇 

科石楠属常绿小乔木，它于 1998年从荷兰引人江苏农林职 

业技术学院后，具有生长快、萌芽力强、耐修剪，易于移栽 

和成型，叶色可随叶片新老程度而变化等特点，素有 “红衣 

卫士”’之美称[】]，红叶石楠喜强光照，也有很强的耐荫能 

力，有较强的抗毒、滞尘功能，可在大气污染较重地区栽 

植，它在园林绿化中起到了其他树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 

生长表现良好、园林利用价值高，但繁殖材料少的红叶石 

楠，常规的有性繁殖受到繁殖材料数量 (红叶石楠为杂种， 

在国内至今未见结实报道)的限制，很难满足市场的巨大需 

求量。L2 ]我们于 1999年成立了红叶石楠研究开发小组，通 

过试验研究已掌握了红叶石楠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关键技 

术，在工厂化快繁的基础上已形成了产业化链，基本可以满 

足市场增长的需要，并在园林绿化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 

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 验材料 

材料采 自江苏绿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998年从荷兰弓 

进的红叶石楠品种 “红罗宾”扦插苗。 

1．2 试验仪器 

药物天秤、电子天秤、高压消毒锅、冰箱、超净工作 

台、空调机、培养架、玻璃瓶 、蛭石、珍珠岩、泥炭土等。 

1．3 试验 方法 

1．3．1 材料处理 

于晴天上午采集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新枝为外植体，除 

去多余的茎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备用。 

1．3．2 初代培养 

将洗干净的外植体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75％的酒精 

浸泡 15～30 S，再用 0．1 升汞消毒 lOb12 min，无菌水冲 

洗 4～5次，然后切取带一个腋芽或顶芽的茎段，迅速接人 

培养基 (1)MS，(2)MS+1．0 mg·L- BA+0．1 mg·L- 

IBA中，每瓶接种一个外植体。 

1．3．3 增殖培养 

待诱导出的不定芽长至 2 cm左右，切下接人增殖培养 

基中进行增殖培养。增殖培养基分别采用 MS、1／2MS、B5 

和 SH，附加同浓度 (1．0 mg·L- BA+0．1 mg·L- NAA) 

的激素配比，采用随机区组排列，每瓶接种一个外植体，每 

次 3O瓶，每组重复3次，25 d后统计增殖倍数和芽苗高度。 

1．3．4 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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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殖培养得 2 cm以上的丛生芽截取 1．2～1．5 cm茎 

段接人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诱导不定根。生根培养基 

本培养基为 1／2MS．激素种类为 IAA，IBA，NAA；质量浓度 

分别为0．5 mg·L’，1．0 mg·U ．1．5 mg·U ，2．0 mg· 

L 。用随机区组排列，每瓶接种一个，每次 3O瓶，每组重 

复三次，培养 25 d后统计生根率和生根量。 

1．3．5 培养条件 

所有的培养基都加入 3 的蔗糖和 0．7 的琼脂。pH值 

为 5．8～6．0。光照强度 1 500～2 000 Ix，培养温度为 22～ 

28℃。光照时间为 12 h·d 。 

1．3．6 移栽炼苗 

当芽长到 3 cm 以上，根长到 1．5 crp．以上，并有 2～3 

条侧根时即可移栽炼苗。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檀体诱导结果 

左右芽点开始萌动生长，腋芽及顶芽有新的绿点出现，40 d 

左右 (2)上有大块的愈伤组织形成，50 d左右 (2)上的芽 

点长成具 3～4片叶的不定芽．节间短，叶色绿。 (1)培养 

基上芽生长缓慢。 

2．2 芽的增殖培养结果 

将诱导出 的无 菌丛芽分割，切段接 种于培养基 MS 

(BA1．0， NAA0．1)、 1／2MS (BA1．0， NAA0．1)、 B5 

(BA1．0，NAA0．1)、SH (BA1．0，NAA0．1)中进行增殖 

培养，经过 25 d的培养，统计芽增殖数。对统计结果进行 

方差分析并进行显著性检验[5]，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以看出 ，用 MS+1．0 mg·U BA+0．1 nag· 

L- NAA进行增殖培养出来的芽苗粗壮，增殖倍率较高，增 

殖倍数可达 5．9倍，平均苗高可达 1．58 cm，极显著地高于 

其他 3个处理。 

将灭菌的材料接种到诱导培养基 (1)和 (2)上，15 d 

表 1 不同培养基芽增殖培养结果 

Tab 1 The culture results of buds propagatmn in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 

注 1．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2．大、小写字母不同分别表示 0．01和0．05的差异显著 (下表均同)。 

Note l 1．The date in table is average value with repeat three times．2．CaStal and small alphabet indicate respectively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of 

0．01 and 0．05 (nether table is same alike) 

2．3 生根培养 楠生根培养应考虑激素的种类和质量浓度，才有利于提高其 

将生长健壮、增殖苗长至 2 cm以上的有效苗分割接人 生根率。在考虑主效应的同时，还应考虑它们之间的交互效 

生根培养基 中，用不 同培养基激素种类 (A ：IAA，A ： 应。如在选择不同培养基的同时，应考虑采用何种浓度，在 

IBA， ：NAA)和不同激素浓度 (B ：0．5 mg·L ，B2： 选择不同浓度的同时，还要考虑采用何种培养基，这样才能 

1．0 mg·Lq，B3：1．s mg·L ，B4：2．0 mg·L )进行处 获得较高的生根率。试验中 Az B2(IBA、1．O)即在 1／2MS 

理，其结果见表 2。 培养基中加浓度为 1．0 mg·L IBA激素时的生根率和生根 

由表 2可以看出，培养基处理问。A处理、B处理、A 量均极显著地高于其它处理。在本试验设计 中是最佳配 

×B处理的结果之间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说明红叶石 方o C63 

表 2 不同激素种类和不同浓度生根培养结果 

Tab 2 The culture results of rooting in different hormone and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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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移栽炼苗 

根据我们的试验，红叶石楠组培苗移栽可省略瓶内炼苗 

过程，如能在温室中拧松瓶盖放置 3～5 d，炼苗则更好，但 

温度要控制在 2O～30℃ 之间。如能在早春和秋冬移栽到温 

床上效果最佳。在江浙一带过渡苗床可建在普通单体塑料大 

棚内，基质以蛭石 t珍珠岩 t泥炭=5 z 3 t 2为好。温度应 

控制在 20~25℃之间．湿度在移栽前后 3～5 d控制在 95 

以上．一周后控制在 85％～95 左右，并喷施 800～1 000 

倍甲基托布津或百菌清．每隔一周左右喷施一次 ，20 d即可 

成活，成活率达 9O％以上。 

3 结论 

(1)分化较好的芽增殖培养基为 MS+1．0 mg·L BA 

+O．1 mg·L NAA，将试管苗侧枝分割成 2～3芽为一段接 

种于该培养基上，10 d后茎段叶芽萌动，30 d长成大量侧 

枝，并有大量双生枝和三生枝产生。接种茎段形成具有 5～ 

8侧枝的丛生苗．平均增殖 5．9倍。试管苗节间明显伸长， 

幼嫩叶片茎杆均呈淡红色．叶片大，茎杆较粗．组织不充 

实．茎基部愈伤组织大。以后每 30 d继代 1次．经 3～4次 

继代试管苗出现玻璃化现象。[73 

(2)经增殖培养的试管苗每继代 3～4次后转移到壮苗培 

养基 MS+0．5 mg·L NAA+0．5 mg·L 6-BA，40 d后形 

成大量侧枝，平均每茎段 4～6侧枝，侧枝平均长 1．8 cm．平 

均增殖 3．1倍．基本无双侧枝或三侧枝。侧枝生长健壮．组 

织充实 ，叶色深绿，基部愈伤组织小，黄绿色，无玻璃化现 

象 

(3)当红叶石楠无根苗长到 2 cm左右转移到生根培养 

基 1／2MS+1．0 mg·L IBA培养。提高光照度到 2 500 lx， 

延长光照时间到每天 16 h。一般经一周左右可见红色根生 

成，15 d后开始有根原基形成．30~40 d后根长 1～3 cm时 

即可进行炼苗及驯化，准备移栽。20～25 d调查生根情况， 

生根率达 66．3％，每苗平均生根 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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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1)本研究表明在合适的营养基质上，盾壳霉可以产生几 

丁质酶。通过比较不同碳源(含双碳源)、氮源、pH值 因子、 

温度因子和时间因子对盾壳霉产生几丁质酶的影响，得到了 

最佳产生几丁质酶的培养液。该培养液为改良的 SMCS培 

养液，其配方为：KH2P04 680 mg，K2 HP()4 870 mg，KCI 200 

mg，NH4NO3 1 g，MgS()4·7H2O 200 mg，CaCl2 200 mg， 

FeSO{2 mg，ZuSO{2 mg，MnSO4 2 mg，葡萄糖 5 g，几丁质 

5 g．加水 1 000 mL，调 pH值到 6．5。将该最佳培养液在 2O 

℃恒温摇床上培养 15 d可获得大量的几丁质酶。 

(2)不同的碳源和氮源等影响盾壳霉几丁质酶的产量， 

说明这些物质对盾壳霉几丁质酶基因的表达具有调节作用。 

葡萄糖能有效诱导盾壳霉产生几丁质酶，而几丁质的诱导率 

则较低，但是在既有葡萄糖又有几丁质的培养液中．几丁质 

酶活性高于只有葡萄糖的培养液。这说明对盾壳霉产生几丁 

质酶而言．盾壳霉中产生的几丁质酶不仅具有诱导酶的特 

征。还具有部分组成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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