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3卷 第2期 

2 0 0 8年 6月 

河 北 林 果 研 究 

lj口田BEI JOI瓜NAI．OF FORESTRY AND ORCItARD RESEARCH 

Vo1．23 No．2 

JUn．2008 

文章编号：1oo7-4961(zoos)oz．o21 1-o3 

细叶百合组培继代培养与生根移栽的研究 

孙旭才 ，冯春光 ，黄春燕 ，刘冬云。 
(1山东潍坊市园林管理局，山东 潍坊 2610412；2沈阳风景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00161； 

3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与旅游学院，河北 保定 O71OOO) 

摘要：为建立细叶百合离体快繁的再生体系，对细叶百合组培苗的继代培养、生根培养及移栽条件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继代培养在 MS+6一BA 2．0mg／L+NAAO．1 mg／L上培养基上鳞茎的增殖系数为 6．95，且苗粗 

壮、长势 良好 ；生根培养在 I／2MS+IBA 0．5 Hlg，L生根最快，生根率达 100％，根粗壮，平均每个小鳞茎生根 8．77 

条，平均根长为2．85 cm，苗长势较好；移栽基质以泥炭土效果最好。 

关键词：细叶百合；继代培养；生根培养；移栽 

中图分类号：s567．9 文献标识码：A 

stuar 011 the subculture，root induction and transplanting technique of low my 

SUN Xu．cai ，FENG Chun-gn~mg2，ItUANG Chun．yan 
，
LIU Dong-yun3 

(1 We／fang Garden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Shandong Province，~eifar,g 261042，China； 

2 Shenyang Landscape Engineering Company，Shenyang 100161，China；3 College of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Agricultural Unwers~y ofHebei，＆咖 071000，China) 

Abstract．Tills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sub culture condition for the rapid propagatio．of low fily(L／／ium pum／／um DC．) 

／n v／tro．The subculture and rootinduction technique oflow lily were studied．The restths showed that the suitable medium for 

subculture WaS MS with 6一BA 2．0 mg／L and NAA 0．1,w．／L．The mul6pucation coefficient of bulb was 6．95 and the 

seedling grew very wel1．1k suitable substmtes for rooting were 1／2 MS with IBA 0．5 mg／L and the rooting rate reached 

100％ ．The Roofing number reached 8．77 stril~ in every small bulb and the rooting length could reach 2．85 cm．Peat soil 

was the best transplanting subst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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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叶百合(Liliumpurrdlum DC．)别名山丹，为百 

合科百合属多年生草本。其花色艳丽，花型优美，是 

优良的观赏植物材料，而且细叶百合具有较强的抗 

镰刀菌引起的鳞茎腐烂和叶枯病的能力，在近代百 

合育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百合抗逆性育种不可 

缺少的亲本⋯。百合的组织培养始于 20世纪 50年 

代，ltobbl2 首先利用百合鳞片进行组织培养获得成 

功，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百合的组织培养也进行了研 

究，目前已应用于百合生产中。采用组织培养方法， 

可快速获得大批量遗传稳定的种球，提高百合生产 

水平，使百合种球的工厂化生产成为可能。本试验 

通过不同激素配比对诱导细叶百合球茎的分化、生 

根影响的研究，探索 良好的细叶百合组织培养快繁 

体系，为细叶百合百合的离体快繁提供切实可行的 

技术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继代培养材料为山丹初代培养得到的小鳞茎； 

生根培养材料为继代培养得到的小鳞茎。 

1．2 方法 

1．2．1 继代培养 以 MS培养基为对照，将诱导 

收稿日期：2oo8—03—03；修改稿收期：2o08—04—12 

作者简介：孙旭才(1970一)，男，山东高密人，林学本科，农艺师，主要从事园林植物栽培研究。 

通讯作者：刘冬云(1卯1一)，女，河北赞黄人，园林硕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花卉栽培生理及育种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12 河 北 林 果 研 究 第 23卷 

出的小鳞茎切成单株接种到下列 18种增殖培养基 

上(培养基配比见表 1)，每个处理接2O瓶，每瓶接 3 

个小鳞茎，观察记录再生不定芽的分化与生长情况， 

40 d后统计不同激素组合条件下鳞茎的增殖率。本 

试验以形成的新鳞茎数与原鳞茎数之比作为增殖倍 

数来衡量增殖率的多少。 

1．2．2 生根培养 将继代培养基中长势较好的鳞 

茎转入不同的生根培养基中(培养基配比见表 2)， 

每个处理接 15瓶，每瓶接2个鳞茎。观察记录在不 

同培养基上苗的生长及生根情况，20 d后统计生根 

率的大小、生根条数及平均根长。 

培养条件：上述培养基均以M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琼脂 0．6％，蔗糖含量为 3％，肌醇 0．1％，添加 

不同浓度组合的外源激素，pH值灭菌前调整到6．0， 

培养条件为(25±2)oC，光照强度为1 500—2 000Lx， 

每天光照 15 h。 

1．2．3 试管苗的移栽 选择小鳞茎直径在 1 cm以 

上，生根条数 5条以上，平均根长 2 cm以上健壮的 

试管苗进行移栽。首先进行 7 d左右的闭瓶炼苗， 

再进行 2 3 d的开瓶炼苗，然后转入荫棚栽植。移 

栽时小心倒出试管苗，用清水冲洗根部残留培养基， 

然后栽人3种基质中，基质用 1：500多菌灵杀菌，移 

栽 20 d后调查成活率。 

盆栽基质：50％泥炭土 +50％珍珠岩；泥炭土； 

普通培养土(腐叶土 1／3+园土 1／3+河沙 1／3)3种。 

栽培条件：基质用 1：500的 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拌匀至潮湿状态，上盆后的小苗喷 1：1 000的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防病，以后每周喷 1次，连续 

喷4 5次。保持苗床温度为22~C一28~C，空气相对 

湿度85％ 90％，基质湿度 30％一40％。 

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培养 

增殖培养应用的中间繁殖体为初代培养阶段形 

成的小鳞茎，接人不同的增殖培养基中，培养 20 d 

左右，从转接小鳞茎基部形成新的不定芽，随后长成 

新的小鳞茎。 

在不添任何激素的 MS培养基上，鳞茎产生新 

的小鳞茎的能力很低，增殖系数仅为 0．08，且有较 

多根系产生；只添加 6一BA的几种培养基上，鳞茎 

均能够产生新的小鳞茎，无根系发生，可见 6一BA 

是新鳞茎产生的必要因素，但只有 6一BA时增殖系 

数很低，当 6一BA浓度为1．0 mg／L时，最高仅为 

1．35；只添加 NAA的两种培养基上，无新的小鳞茎 

产生，增殖系数为 0，都产生较多的细根；而在同时 

添加 6一BA和 NAA的培养基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增 

殖系数，在 NAA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增殖系数最初 

随6一BA浓度的增加而升高，至 6一BA浓度为 2．0 

mg／L时达到最高，为 6．95，当6一BA浓度继续增加 

时，增殖系数反而下降。保持 6一BA浓度为 2．0 

mg／L，适当提高 NAA的含量，增殖系数并没有增加， 

反而有少量根系出现(表 1)。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细叶百合鳞茎增殖的影响 

调节 子 
、 

接种数 新小鳞茎数 增殖倍数 有无根系 

Regulator／(mg’L )Numlmr 0f Number 0f Multiplication ．_ 。’’ ’ 
exp 一 bIIlbs co函 ci朗t 吨  

2．2 生根培养 

转入生根培养基的细叶百合小鳞茎，4～10 d左 

右鳞茎基部产生白色小突起，逐渐长成白色根系。 

不加任何激素的基本培养基上的小鳞茎生根率相对 

较低，平均根数少，根短；而添加生长素的培养基上 

均有较高的生根率，其中 I／2MS+IBA0．5 mg／L生根 

最快，4 d左右即可生根，生根率达 100％，根粗壮， 

平均每个小鳞茎生根 8．77条，平均根长为2．85 em， 

苗长势较好，故可选作山丹试管苗的生根培养基(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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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管苗移栽 

3种基质中细叶百合试管苗移栽均有很高成活 

率。由于泥炭土营养丰富，疏松透气，所以苗长势健 

壮，叶色浓绿。普通培养土中试管苗长势一般。所 

以可选用泥炭土作为试管苗移栽的过渡基质(表 

3)。 

表3 不同基质对细叶百合试管苗成活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different transp~aneng substrates 

Oll survival ratio oflily 

移栽基质 

S~strates 

苗长势 

Growth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虽然细胞分裂素6一BA的生理 

作用是诱导芽的分化，促进侧芽的萌发生长，但生长 

素 NAA配合一定的细胞分裂素共同诱导小鳞茎的 

增殖系数明显高于只加细胞分裂素 6一BA的增殖 

系数，这与赵强_3 等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同一激 

素不同浓度对鳞茎的增殖生长影响不同，激素浓度 

过低和过高均不利于鳞茎增殖生长发育。在诱导不 

定芽时，通常采用细胞分裂素浓度高于生长素浓度 

的配比，较高浓度的NAA不利于鳞茎的增殖。但该 

研究得出当6一BA／NAA比值大于 1O时，诱导芽的 

分化，当 6一BA／NAA比值小于 1O时，诱导根的形 

成。这与周艳等[4 得出的6一BA和 NAA浓度配比 

为 1时有利于不定芽的产生的结论不同，也与熊丹 

等[5 等得出的宜昌百合鳞茎的最适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 1．0 m L+NAA 2．0 m L的结果相反， 

这可能与植物体内的内源激素有关，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从加入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激素组合来看，MS 

+6一BA 1．0 m L+2，4一D 0．1 mg，L培养基上鳞茎 

的增殖数最高，为 7．23，但苗成丛状、纤细，且 2，4一 

D价格相对较高。MS+6一BA 2．0 mg／L+NAA 0．1 

m L培养基上鳞茎的增殖数为6．95，但苗粗壮、长 

势良好，整齐度也较高。因此，从工厂化育苗的角度 

来考虑，拟采用 MS+6一BA 2．0 m L+NAA 0．1 

me,／嗵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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