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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外植体年龄、处理方式对油樟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及封口膜的透气性和培养基中不同浓度的 

蔗糖、琼脂、细胞分裂素(BA)浓度等因素对油樟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以当年生带芽茎段为外植体玻 

璃化苗少，污染少；玻璃化苗的数量随着糖分及琼脂浓度的降低、BA浓度的增加而加重；封口膜的透气性与油樟 

苗的玻璃化关系不大．通过在培养基中适当调整蔗糖、琼脂、BA的浓度，可有效地控制油樟玻璃化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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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樟[Cinnamomum longepaniculatum(Gamble) 

N．Chao]是樟科樟属的珍贵树种，为中国特产，主产 

于四川省宜宾市，是宜宾市的优势经济树种．油樟 

油主要用于医药和香料工业，是重要的国防、轻工、 

医药等方面的稀有原料，在香精香料工业中占有重 

要地位 ．但目前因对油樟树叶掠夺式的采摘以 

及砍树挖兜提炼黄樟油，母树资源破坏严重，种子 

缺乏，种子繁殖途径严重受阻，而在油樟的试管苗 

生产研究中玻璃化苗的出现是油樟工厂化育苗的 

极大障碍．为此，本文对于组培中试管苗玻璃化的 

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开辟新的繁殖和生产途径提供 

实验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油樟带芽茎段采自宜宾邱场油樟种植园． 

1．2 方法 

1．2．1 不同年龄的外植体及处理 l一2年生带芽 

茎段，HgC1 消毒25 min；两种处理：(1)扦插培养； 

(2)剥幼芽培养．对剥出的幼芽进行或不进行二次 

灭菌，接种在 MS+BA 4 mg／L+NAA 0．01 mg／L的 

培养基中，培养45 d后观察玻璃化苗的出现情况． 

1．2．2 透气状况试验 分设透气封口膜、单层聚 

丙烯塑料膜、牛皮纸 +透气封口膜 3种处理，培养 

45 d后对玻璃化情况进行观察、统计． 

1．2．3 培养基中各因素的试验 将未玻璃化的正 

常苗进行继代培养．取继代培养所得试管苗(1．5_3 

cm左右)，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进行以下因素 

的试验：(1)BA浓度试验，分设 BA 0．10 mg／L 6个 

处理；(2)蔗糖浓度试验，分设20-50 g／L 4个处理； 

(3)琼脂浓度试验，分设 4．8 L 5个处理；培养条 

件为(25±2)oC，日光灯照 10 h／d，光照强度为 

2 000 lx．采用单因子试验，每处理3次重复，每次重 

复20苗．培养45 d后观察玻璃化苗的出现情况． 

2 结果 

2．1 外植体年龄、处理对玻璃化的影响 从表 1 

结果看，2年生茎段扦插时试管苗均不玻璃化，但污 

染相当严重 ，几乎不能采用；而剥鳞片后不再进行 

灭菌的幼芽污染也很严重，但玻璃化现象相对较 

少．剥鳞片后再进行灭菌处理的幼芽污染得到有效 

控制，但玻璃化严重．采用当年生茎段既减少了污 

染率，又减少了玻璃化比率． 

2．2 封口膜的透气性与油樟苗的关系 将油樟试 

管苗接种在 BA 4mg／L+NAA 0．01 mg／L+蔗糖3O 

L+琼脂6 g／L的培养基上培养，45 d后的统计 

结果见表2．试验表明，3种处理的玻璃化率和芽增 

殖率差异不明显． 

2．3 细胞分裂素(BA)浓度对油樟组培苗增殖和 

玻璃化的影响 在附加 NAA 0．01 mg／L+琼脂 6 

L+蔗糖30 L，BA浓度分别为0、2、4、6、8、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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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的6种培养基上接种油樟苗，结果见表 3．试 

验表明，在04 m L范围内，随着BA浓度的增加， 

油樟增殖苗数增多，无玻璃化苗出现，但当高达 6 

L以上时，增殖苗数减少，玻璃化苗数明显增加． 

2．4 蔗糖浓度对油樟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在附 

力ⅡBA 4mg／L+NAA 0．01 mg／L+琼脂 6 g／L，蔗糖 

浓度分别为20、30、40、50 L的4种培养基中接种 

油樟苗，统计结果见表4．试验表明，在蔗糖浓度为 

20 mg／L时玻璃化现象严重，30 mg／L时生长正常， 

芽增殖系数高，40-50 mg／L时，分化逐渐受抑制，50 

mg／L时试管苗部分萎蔫． 

2．5 琼脂浓度对油樟试管苗玻璃化作用的影响 

在附加BA 4mg／L+NAA 0．01 mg／L+蔗糖30 L， 

琼脂浓度分别为4、5、6、7、8 L的5种培养基中接 

种油樟苗，统计结果见表5．试验表明，琼脂浓度为 

4 L的培养基中有较多的玻璃化苗，玻璃化程度 

也较严重；在琼脂浓度为5 L的培养基中玻璃化 

率下降；在6-7 L的培养基中无玻璃化苗，且苗增 

殖率未受影响；在8 L的培养基中无玻璃化苗，但 

出现部分萎蔫． 

3 讨论 

扦插的当年生枝条污染少(表 1)可能与维管 

束的发育有关．当年生枝条较幼嫩，维管束发育不 

够完整，携带的内生菌较少．扦插的当年生茎段上 

的腋芽尚未伸展，HgC1：的处理对芽的直接伤害少， 

所以，几乎无玻璃化现象的发生．2年生带芽茎段的 

芽虽已伸展，但因已有多层鳞片的保护，HgC1 对幼 

芽的影响较小，故未见玻璃化，但因茎段内维管束 

的发育已较完善，携带的内生菌较多，污染严重．二 

次灭菌后的幼芽玻璃化严重，可能与升汞在细胞内 

残留，影响细胞分化有关． 

从培养基条件看，影响油樟组织培养中试管苗 

玻璃化的因素很多，包括 BA浓度、蔗糖浓度、琼脂 

浓度等(表3-5)．BA浓度低(24 mg／L)时，促进直 

接分化成芽，BA浓度(6 mg／L)高时，玻璃化苗之所 

以增加，而芽增殖系数之所以减少可能与高 BA刺 

激细胞快速分裂，导致新生小芽点过多，营养供应 

不足有关 ． 

蔗糖可为细胞提供合成新化合物的碳架和能 

源，维持一定的渗透压 J．当蔗糖质量分数为3％ 

时，无玻璃化苗数的出现，说明碳素含量适宜，新陈 

代谢进程好，且分化多，油樟增殖率高；当蔗糖浓度 

增加，碳源过剩，将不利于油樟分化，增殖率反而降 

低，如表4所示． 

琼脂作为凝固剂能影响培养体系的水分状况， 

表1 外植体年龄、处理对油樟试管苗玻璃化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age and treatment of explants on vitrification of test-tube plantlets in C．1ongepaniculatum(Gamble)N、chao 

表 2 不同透气条件下玻璃化苗的发生情况(45 d统计) 

Table 2 Appearance of vitrification test-tube plantlet under different gas permeation condition(at the time after 45 d) 

表 3 BA浓度与玻璃化苗形成的关系(45 d后统计) 

Table 3 The relation between BA concentrations and vitrification plantlets(at the time after 4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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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蔗糖浓度对油樟试管苗玻璃化作用的影响(45 d统计) 

Table 4 The effects of sugar concentrations on vitrification of test·tube plantlets in 

C．1ongepaniculatum(Gamble)N．chao(at the time after 45 d) 

表5 琼脂浓度与油樟玻璃化苗形成的关系(45 d统计) 

Table 5 The relation between agar concentrations and vitrification plantlets(at the time after 45 d) 

从而影响试管苗的玻璃化 ．琼脂浓度低(4-5 g／L) 

时，培养基水分过多，影响苗的生长和分化，有严重 

的玻璃化现象发生．琼脂浓度过高(8 L)时，培养 

基内水分少，将影响植物对营养和矿物质的吸收(表 

5)．萎蔫现象的出现说明试管苗已出现缺水状况． 

总之，油樟试管苗玻璃化的发生起因于细胞生 

长过程中的BA、琼脂、蔗糖浓度及外植体的年龄、 

处理方式等．将当年生带芽茎段接种在 MS+BA 4 

mg／L+NAA 0．01 mg／L+蔗糖3O L+琼脂6 g／L 

上可得到污染少，玻璃化少，分化多的健壮试管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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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itrification of Cinnamomum longepaniculatum 

(Gamble)N．Chao in Tissue Culture 

WEI Qin ， ZHOU Li-j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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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AN Pu ， 

ZHANG Xin-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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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Yibin University，Yinbin 644007，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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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exp|ant age and treatment，mixing sugar concentration，agar concentration，BA concentration in culture 

medium and gas permeability on tile vitrification of Cinnamomum longepaniculatum(Gamble)N．Chao in tissue culture were investiga— 

ted．When current growth stems with buds were used as explants，the numbers of vitrified or polluted shoots were less than that of the 

others．The numbers of vitrified plant[et increase with decreasing of sugar and agar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increasing of BA concentra． 

tion．The gas permeability of seal membrane almost has no relation to vitrification．Tile numbers of vitrified plantlet of CinnamomMm 

longepardculatum(Gamble)N．Chao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manipulating tile concentrations of sugar，agar and BA in the culture medium． 

Key words：C longepaniculatum(Gamble)N．Chao；Vitrification；Tissue culture (编辑 李德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