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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细叶百合(L~iumpumilum)鳞片不同切段的培养效应；结果表明，最适合鳞片分化的激素组合为MS+BA0．5mg／L+NAA0． 

01 rng／L；不同部位鳞片分化小鳞茎的能力大小依次为外层、中层、内层；对鳞片分割处理可显著增加单个鳞片分化小鳞茎的数量，分化 

能力大小依次为下部、中部、上部；4年生鳞片分化能力最好。 

关键词：细叶百合；离体培养；外植体位置效应 

Study on Lilium pumilum tissue curare 

J Shu—mei et aj(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China) 

Abstract：Selected bulb SCales of L． pura／／ura as explants， by meall8 of in vitro culture．the bulb SCales were cultivated in minim01 medium 

supplemented vAth hormone门BA and NAA)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I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st adaptable combination for bulblet 
subculture Was BA 0．5 msaJ and NAA O．01 ms／L．different parts of bulb scale．The out layer bulb scale and the lower parts．the higher 

differentiation firequencies．The four-year-growing bulbs reproduces more bulblets than those from the othe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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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百合在国内外鲜切花市场走俏， 

百合花生产和消费逐年增加，但由于百合 

种球繁殖率低 ，病毒侵染造成退化，难于 

满足切花生产需要。目前主要采用组织培 

养进行百合脱毒和快繁，以促进百合商品 

种球的生产。 

关于组织培养方面的报道自 1957年 

Robb培养鳞片成功以来，百合的鳞片、叶 

片、茎尖、茎段、花药、花丝、花梗等器官通 

过培养，先后获得了完整植株“1。新美芳 

二在 1985年对百合的花被片、花丝、花柱 

及茎等不同部位组培，指出形成子球的能 

力与取样部位有关 。1992年赵祥云用珠 

芽进行组培和脱毒研究01，1999年汪有良 

通过组培对南京百合进行快速繁殖Ⅲ。王 

家福、陈振光对百合的 9个优良品种进行 

了快速繁殖条件优化的研究，主要对鳞片 

的繁殖条件与能力作了研究，结果指出在 

组培中，不同部位百合鳞片分化小鳞茎的 

能力不一 】。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实验材料 取自东北林业大学花圃内 

栽培的 2 年生的细叶百合鳞茎，接种部 

位为不同年龄段百合的外、中、内层及同一 

层鳞片的上、中、下部。 

1．2 方法 

1．2．1外植体消毒与接种 

将鳞茎在超级工作台用 70％酒精冲洗 

30s，用 10％Ca(C10)2溶液消毒 25min后，用 

无菌水反复清洗多次。消毒后鳞茎分别切 

取上、中、下 3段，每段大小为 lcm2进行接 

种。 

1-2．2 培养条件 

接种后，放在实验室的人工气候箱内， 

在 20"C，光强为 36Lx，全天光照条件下培 

养。 ’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鳞茎发生情况 

接种后 7d左右，部分鳞片切块变成紫 

红色。约在接种 lOd后，切块的边缘上诱导 

出淡黄色的不定芽原基，呈环状突起，这些 

不定芽原基继续生长可抽 出绿白色的小鳞 

茎，在小鳞茎基部发生一些粗壮的根 。30d 

左右，绝大部分小鳞茎长成 3-5cm高的小 

苗 。 

2．2 不同激素组合对百合鳞片分化小鳞 

茎能力的影响 

本实验以 2年生细叶百合的鳞片为 

外 植体 共设 4个 组合 ：(1)MS；(2)MS 

+BA O．5 mg／L +NAA ling／L；(3)MS +BA 

0．5 mg／L +N从 0．1mg／L；(4)MS +BA 

0．5mg／L+N从0．0 lmg／L． 

由表 1可见，4个组合均可诱导百合 

鳞片分化小鳞茎，但不同激素组合对百合 

鳞片分化小鳞茎能力有明显影响，各个组 

合 的 分 化 率 不 同 ，其 中 以 MS+BAO．5 

mg／L+NAAO．01mg／【 较为适合，其分化率 

为 73．33％。有研究指出，南京百合组培时， 

若培养基中 BA／NAA比值较大，小鳞茎只 

长小苗，苗基本没根：BA／NAA比值较小，小 

鳞茎均不抽苗，只是继续生长，可长成紫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百合鳞片 
分化小鳞茎能力的影响 

gl 合 
、 I， 、 I ， ～ ， 

MS 

MS+BAO．5+N从 1 

MS+BA0．5+N从 O．1 

MS+BAI+N从 O．O1 

l5 7 46．67 

15 7 46．67 

l5 9 6O．OO 

15 l1 73．33 

小鳞茎长到 2-3cm左右时切下 并转 

入生根培养基上，lOd左右开始生根。试 

管苗长到 8cm左右时移栽，移栽前需适当 

炼苗。在组培室内打开瓶口自然炼苗 l周 

后。小心取出用清水冲洗根部残留培养基 

后栽入消毒过的基质中。种植 1个月后即 

可长出叶片，移栽苗成活率达 95％以上。 

3 讨论 

本试验以卷丹小鳞茎为外植体。试验中 

发现以鳞茎做外植体褐化现象严重，由于 

时间原因没有找到适合抗褐化的培养基， 

在以后的试验中将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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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试鳞片位置、分割和年龄对分化小鳞茎的影响 

黑色小鳞茎， 且小鳞茎基部分化大量的 

根Ⅲ，但在细叶百合离体培养中未发生此 

类情况，无论那种激素组合培养一段时间 

后均既长成小鳞茎又长根。 

2．3 鳞片位置的影响 

将鳞片切成外、中、内3层，分别接种 

在 MS+BAO．5 mg／L+NAAO．O1 mg／L培养 

基中。45d后，检查各个部位的鳞片分化 

小鳞茎数量。表 2显示了分割后 3层鳞片 

切段分化能力的差别。从鳞片分化小鳞茎 

数量看，以外部切段为最多，其次中部切 

段，内部最少；从外植体分化率看，自外向 

下分化率不断增加，而且差异较大。总的 

看来，内层切段分化能力低 ，中层和内层 

切段分化能力比较大。 

2．4 鳞片分割对分化小鳞茎的影响 

接种时若是整块鳞片，分化的小鳞茎 

个头大，颜色深，可见整块鳞片有利于小 

鳞茎生长，但所得小鳞茎数量有 限，一般 

为 2～3个。将每块鳞片切成上中下 3段 3 

块 后 ， 分 别 接 种 在 MS+BAO．5 mg／L 

+NAAO．O1 mg／L培养基中，结果发现，因 

为每一段都能分化 2 个小鳞茎，分割后 

平均每个鳞片分化的小鳞茎数大大增加， 

只是分化的小鳞茎较小，呈绿色：45d后， 

检查各个部位的鳞片分化小鳞茎数量。表 

2显示了分割后 3块鳞片切段分化能力 

的差别。从鳞片分化小鳞茎数量看，以下 

部切段为最多，其次中部切段，端部切段 

种、鳞片的年龄、位置、培养基中激素种类 

及用量均与组培效果有密切关系。因此， 

在供试的品种快速繁殖中应考虑 使用激 

素的质量和浓度。鳞片不同部位分化小鳞 

茎能力也有较大差异，鳞片基部分化能力 

最强，中部次之，上部最差。因此，工厂化 

育苗宜采用鳞片中、下部培养。在激素组 

合的优化选择中，队 和 NAA是首选常用激 

素，它们效果好，价格相对便宜。最适合百 

合鳞片分化小鳞茎的激素组合为 MS+BAO． 

5 mg／L+NAAO．O1 mg／L。 

Robb指出． 百合鳞片培养产生的细 

胞形态建成类型和频率，依赖于发生外植 

体原有的部位，以鳞片下部形成小鳞茎的 

能力最强， 中部次之，上部无能力分最 

少；从外植体分化率看，自上而下，分化率 

不断增加，而且差异较大。总的看来，端部 

切段分化能力低 ，中部和基部切段分化能 

力比较大。 

2．5 不同年龄鳞片的影响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年龄鳞片 

分化小鳞茎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其中以4 

年生细叶百合的鳞片组培效果最好。可能 

由于不同生长年龄的鳞茎生长发育的不 

同，营养物质、内部的内源激素不同，各种 

酶的活性也不同，影响鳞片的组培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细叶百合鳞茎进行组织培养的 

结果表明，百合鳞片的离体繁殖在工厂化 

育苗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影响百合鳞片 

的诱导因素是多方面的，百合的不同品化 

小鳞茎嗍。这一结果后来得到许多实验的 

证实。鳞片不同位置分化小鳞茎能力差异 

的原因，第一。可能是鳞片内源激素含量 

不同造成，与其生长促进物质与生长抑制 

物质的相对含量有关。受两类激素的平衡 

所控制 · ；第二，可能与外植体营养状况 

有关，因为百合器官原茎的形态发生过程 

是细胞内旺盛的能量代谢过程：外围肥厚 

鳞片分化不定芽的能力比内部较小而薄 

的鳞片强，一片鳞茎鳞片的厚度也是基部 

>中部 >上部[91：第三，鳞片分化能力与 

外加植物激素种类和浓度关系也很大：第 

四，从遗传学的角度出发，百合的鳞茎是 

贮藏器官，同时又是无性繁殖器官，从 

植株的整体情况来讲，它位于中问偏下部 

位，这种情况应全息于每个鳞片即鳞片中 

偏下，对小鳞茎发生有较强的遗传势，小 

鳞茎发生能力中下部最强，项部差，符 

合生物全息率的遗传优势理论【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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