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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白蜡茎段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陈之群 ，刘志敏2(1．临沂师范学院农林学院，IIl东临沂276003；2．河南农、I 大学林学 艺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 以绒毛白蜡幼嫩茎段为材料，研究了其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技术。结果表明：绒毛白蜡组织培养适宜的基本培齐基为硎 ，幼嫩 

茎段芽诱导的适宜培养基为WPM+TDZ1．0mg／L+NAA4．0mg／L，幼芽形成根的适宜培养基为硎 +IBA1．0mg／L+NAA0．5mg／L。该 

研究结果为绒毛白蜡的细胞2f-程和基因2f-程及新品种的快速繁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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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ztmique of TissI．e Oalt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 Fraxinus veltt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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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I 吐 A smdy on tIle technique of tissue cult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 Fraxinus f 兀0 stem waS conduc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PM 

medium waS its basic orle and that media for the bud induetion from stem segments and the rooting from shooting were WPM 十TDZ 1．0 rng／L+NAA 

4．0 rrl L andWPM +IBA1．0 ng／L+NAA0．5【r塔／L respectively．These results nfi~lt provide refeFenee$tothe cell engineering and gene engiile~r— 

ing of Fraxina~ve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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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白蜡为木犀科白蜡属落叶乔木，山东省普遍栽培， 

多见于河滩、地堰及平原沙地。其对气候、土壤要求不严，耐 

寒，耐干旱，耐水湿，耐盐碱。深根树种，侧根发达，生 K较迅 

速，病虫害少，抗风、抗烟尘，材质优良。长期以来白蜡以种 

子繁殖为主，由于其幼龄期长，且具明显的结实间隔期，严重 

影响种子的生产与繁殖。因此，无性繁殖和生物技术在白蜡 

上的应用具有很大潜力。同时，对那些经选择、品种改良和 

遗传操作的个体进行无性繁殖，可加速白蜡的良种繁育进 

程。但绒毛白蜡的组织培养技术至今尚未见报道。笔者以 

绒毛白蜡幼嫩茎段为材料，研究了其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技 

术，旨在为绒毛白蜡的细胞上程和基因工程及新品种的快速 

繁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为2004年采集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林木 

花卉绿化种苗繁育基地的 1O年生绒毛白蜡幼嫩茎段。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的消毒及培养。取幼嫩茎段，剪玄叶片，先在 

自来水下用毛刷洗去表面尘土，再切成2．O 2．5 on长的茎 

段，每个茎段带 1—2个腋芽。然后用流水冲洗 2—3 h，放在 

超净工作台上待用。以浓度75％酒精溶液消毒 1 rain，无菌 

水冲洗2次，再用浓度 0．1％HgCl，溶液消毒6 min，无菌水冲 

洗 6～8次后，用无菌纸吸干材料表面的水分，切成 1．0—1．5 

cm的茎段接种在不同的培养基上。培养基中附加蔗糖 30 

g／L，琼脂 10 T ，培养室温度为(25-4-1) ，光照强度为 2000 

lX，光照时间为 12 h／d(7：oo～l9：oo)。 

1．2．2 培养基选择。 

1．2．2．1 基夺培养基 将绒毛白蜡幼嫩茎段接种于MS、1／2 

MS、WPM和改良硎 (添加 I L的NH4NO3)等8种培养基上 

(表1)，进行芽的诱导。每处理接种 10瓶，10 d后统计结果。 

1．2．2．2 芽诱导培养基。将绒毛白蜡幼嫩茎段接种在含 

有噻重氮苯基脲(T[}Z)和生长索 一奈乙酸(NAA)组成的 9 

种浓度组合基本培养基上(表 2)，每种组合接种 10瓶，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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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 1个外植体。在室内培养 20 d后，统计诱导结果。 

表1 不同组台的基本培养基 

表2 不同组合的芽诱导培养基 

处理号 生长调节物质／／mg／L 

Ⅱ)Z NAA 

1．2．2．3 根诱导培养基。待诱导芽在培养基上长到 3 cm 

左右时，从茎基部切下，接种于 MS和 WPM培养幕上，附加 

不同浓度生长素 IBA和 NAA，具体处理组合见表3。每处理 

接种 10瓶，每瓶接 1棵苗。分别于培养后 l0、l5、25 d，统计 

生根率，并统计培养后25 d的根长(统计0．5 cm以上所有根 

的长度，取 10瓶苗根长的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绒毛白蜡茎段芽诱导的影响 绒 

毛白蜡幼嫩茎段在 4种基本培养基上均有芽形成，但芽诱 

导率差异较大(表 4)。由表 4可知，在 WPM+TDZ 0．01 

mg／L+NAA 1．0 mg／L培养基上，芽诱导率最高，达到了 

70％，而在1／2MS+TDZ0．05 mg／L+NAA4．0mg／L培养基上 

芽诱导率只有 10％。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生长物质浓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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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况下，WPM培养基中所含的成分更能满足绒毛白蜡 

茎段组织培养对营养成分的需求。故绒毛白蜡幼嫩茎段芽 

诱导的基本培养基以WPM最佳。 

表 3 不同组合的根诱导培养基 

表4 不同基本培养基对绒毛白蜡茎段芽诱导的影响 

2．2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的浓度组合对绒毛白蜡茎段芽诱导的 

影响 由表5可以看出，绒毛白蜡的芽诱导率因生长调节物质 

浓度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当TDZ浓度一定时，芽诱导 

率随 NAA浓度的升高而升高，且都在 NAA浓度达最大时，芽 

的诱导率也达到最大值。WPM+TI)Z 0，05 mg／L+NAA 2，0 

mr-／哪 WPM+TDZ0．01 mg／L+NAA4 0 rre,／L培养基上NAA和 

TDZ浓度的比值均为 40，但芽的诱导率不同，分别为 50％和 

90％。芽的诱导是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 

取决于两者的相对浓度，又取决于其绝对浓度，这可能就是导 

致不同生长调节物质浓度组合芽诱导率不同的原因。从诱导 

率的高低看，WPM+TDZ0，01 mg／L+NAA4．0mg／L的诱导率高 

达90％，为绒毛白蜡茎段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 

表 5 不同处理对绒毛白蜡茎段芽诱导的影响 

2．3 不同培养基组合对幼芽生根的影响 由表 6可以看 

出，MS和WPM培养基根诱导率差异较大。在生长调节物 

质浓度相同的情况下，接种后 10 d WPM生根率最高，说明 

绒毛白蜡幼芽在不同培养基上生根速度不同；接种后 15 d， 

以WPM为基本培养基，除了Ⅶ号培养基生根率为80％外， 

其他培养基的生根率都达到 100％，而 MS培养基上根诱导 

率也有很大提高；接种后25 d，除前3种培养基外，其余培养 

基上根诱导率都达 100％。接种后 25 d统计根长发现，在根 

诱导率相同的情况下根长不同，WPM培养基上根长大于相 

应浓度MS培养基上的根长，这与接种后 10 d统计生根率 

时，WPM培养基的生根率较高相一致。以上结果表明，对 

绒毛白蜡无根苗根的诱导，生根速度与根长存在明显的正 

相关。早期生根率高的，在相同的时间内根长值也相应较 

大。从 WPM和 MS培养基上的生根情况看，接种后 25 d， 

WPM培养基上根的诱导率均达到 100％，说明WPM培养基 

作为绒毛白蜡根诱导的基本培养基是适宜的，考虑到根长 

因素，绒毛白蜡无根组织培养苗根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 

WPM+IBA 1．0 mg／L+NAA 0．5 mg／L。 

表6 不同培养基对绒毛白蜡生根的影响 

3 结论 

绒毛白蜡茎段组织培养的适宜培养基为WPM，幼嫩茎 

段诱导芽的适宜培养基为WPM+TDZ 0，01 mg／L+NAA 4．0 

mg／L，幼芽形成根的适宜培养基为 WPM+IBA 1．0 mg／L+ 

NAA O．5 mg／L。该研究结果为绒毛白蜡的细胞工程和基因 

工程操作及新品种的快速繁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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