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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木械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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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色木槭(Acer mono Maxim．)，又称色 

木 、色 树 。 

2材料类别 嫩茎 。 

3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1)嫩茎节培养及 

生根培养基：B +IBA 0．1 mg．L (单位下同)+GA3 

1．O+2％蔗糖；(2)节增殖及生根培养基：1／4MS+ 

KT 0．5+IBA 0．02+1％蔗糖。上述各培养基均加 

0．8％琼脂，pH 6．0。培养温度为(26~2)℃，光 

照强度为20 lamo1．m-2．s～，光照时间 12 h．d～。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嫩茎节培养及生根 于早春，取色木槭休眠枝 

水培促使芽萌发。取5 cm嫩茎，在超净工作台 

上用70％酒精涮洗20 S，后用2％链霉素溶液浸 

泡 3 min，再用无菌水冲洗 6次，以无菌滤纸吸 

干表面水分(熊友华等 2007)，再将其接种到培养 

基(1)中进行腋芽萌发及生根诱导培养。7 d后腋 

芽萌发，15 d后嫩茎基部产生 2～3条不定根，继 

续培养至25 d的腋芽可长至 3～5 cm，根伸长至 

3 cm 以上 ，同时有侧根产生。腋芽萌发率为 

1 00％，生根率为99％。 

4．2节增殖及生根培养 增殖培养采用节培法，将 

伸长的腋芽切割成一叶一段转接到培养基(2)中， 

培养 5 d后腋芽迅速萌发生长，10 d后茎段基部 

长出 2̂3条不定根，继续培养 20 d即全部长出侧 

根。苗长至 5 cm时，于超净工作台上打开培养 

瓶，剪下苗干，再将其切割成一叶一段，转接 

到培养基(2)中进行节增殖和生根培养。15 d为一 

个继代增殖周期，增殖倍数平均达 30以上。腋 

芽萌发和生根率均达 100％ (杨乃博 1982)。 

4．3 炼苗和移栽 苗高长至 4 cm以上时，从培养 

瓶中取出试管苗，在含有 10 mg．L 杀毒矾溶液中 

洗去苗上残留的培养基(李艳敏等 2007)，然后植 

入经500倍多菌灵消毒过的腐烂松针、泥炭土和 

细河砂(1：2：1)混合的基质中(王静等2007)，用透性 

好的薄膜覆盖以保湿、保温，湿度保持在 80％， 

温度控制在(20~2)℃，自然光照 8 h．d～，每天中 

午通风换气一次，5 d后可揭膜，每天适时喷洒 

清水一次(顾地周等2007)，成活率达 99％以上。 

5意义与进展 色木槭是槭树科槭属落叶乔木。是 

珍稀名贵的彩叶观赏树种，近些年来，色木槭被 

广泛引用于城市绿化。其叶在韩国民间可用于治 

疗多种疾病。另外，还可开发出保健食品、营 

养强化剂、营养调和油(刘利 2007)。以无性繁殖 

技术繁殖的纯正优质色木槭种苗在我国苗木市场上 

奇缺，其市场前景非常广 阔，需求量大。本结 

果建立的高效色木槭快速繁殖体系可能有助于该问 

题的解决。与色木槭同属的其他种植物的组织培 

养已有报道(彭德芳 1981；孟月娥等 2005)，但色 

木槭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的报道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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