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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兰百合新 品种索 尔邦 的快 繁 技术研 究 

李 卫 锋，王 丹，黄 海 涛 

(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2) 

摘 要：选用荷兰百合品种索尔邦鳞茎、顶 芽、茎段、叶等不同部位进行 离体，以鳞茎为最佳 

外植体，以MS+6一BA 2．0 mg／L+I从 1．0 mg／L的培养基诱导丛生芽效果最好，其诱导率为 

96．7 ，而且鳞片诱导中鳞茎中部表现出较大的器官发生潜力。百合继代增殖培养以MS+BA 

1．0 mg／L+I从 0．4 mg／L培养基为宜，组培苗在MS+I从 0．5 mg／L的培养基中较易生根，生根 

时间为 25 d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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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百合科百合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 

全世界有9O多种，百合花色花形各异，清雅脱俗，芳香宜 

人，是名贵的切花和盆花，其大部分鳞茎既可食用又能 

药用[1。]。全球范围内的百合球根生产主要集中在 1O 

个国家，生产面积最大的是荷兰，荷兰已生产的22．1亿 

百合球根，产值达 1．2亿美元[4]。荷兰百合索尔邦花色 

鲜艳，为百合中的名贵种类，深受人们的欢迎，在国内外 

市场上需求量很大，其种苗供不应求。百合的繁殖主要 

靠鳞茎、分株进行，繁殖速度慢，而离体培养为加快繁 

殖，满足市场需求 提供 了理想 的途径。自 1957年 

Robb[2 首次发表了百合的组织培养文章后，到现在成功 

的百合组织培养方法已有 4O多种口]。试验利用荷兰百 

合索尔邦的不同组织作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找到最佳 

离体培养途径，大幅度提高繁殖速度，以便取得更大的 

经济效益。同时，为百合辐射育种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荷兰百合来自云南隆格兰园艺公司，百合品种索尔 

邦直接来源荷兰。取百合鳞茎去冷冻后于2005年1O月 

16日播种，2006年 2月 20日，采用百合鳞片、叶片、茎 

段、花瓣作为外植体进行离体组织培养，用自来水将百 

合磷片冲洗干净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O 酒精浸泡 

30 s，无菌水冲洗后，再用 0．1 氯化汞溶液浸泡 10 min， 

无菌水冲洗 6～7次[7 ]。用已消毒滤纸吸干鳞片表面 

水分，将外植体在无菌条件下切成 0．5 cmz的小块，接种 

于诱导培养基上，基本培养基为 MS，琼脂 0．7 ，蔗糖 

3 ，培养基pH值为5．8，以121℃高温高压灭菌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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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温度 22~25℃，光照强度 1 500~2 000 lx，光照时间 

10~12 h／d。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分化培养基对不同外植体小鳞茎分化的影响 

在 4种分化培养基上分别接种鳞片切块、顶芽、茎 

段和叶片切块进行分化效果的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不同外植体分化效果的影响 

由表 1可见，不同外植体在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 

中，分化效果不同；鳞片切块的分化率最高，其最适分化 

培养基均为MS+6-BA 2 mg／L+ I从 1 mg／L，其开始 

分化的天数最短，最高分化率达 96．7 ；其次是顶芽和 

茎段，分化率最低的叶片，仅为0。表 1中还反映出不同 

外植体在同一激素配比下分化率不同[7]，这可能与不同 

外植体的生理状态差异有关。 

2．2 不同激素浓度对索尔邦百合鳞片诱导出芽效果影响 

结果表明(表2)：低浓度 6一BA的诱导培养基，对鳞 

片诱导出芽都有一定效果，但随着6一BA浓度的升高，诱 

导效果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其中以(2)号培养基 MS+ 

6-BA 2．O+I从 1．0诱导出芽效果最好。于接种9 d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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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明显增厚变红，15 d后切口部位出现淡绿色愈伤组 

织，25 d后切口出现绿色芽点。待芽伸长，绿色叶片长 

出时，将芽切下转接到增殖培养基上。 

表 2 不同激素浓度对百合鳞片诱导效果 

2．3 不同部位的百合鳞片对诱导出芽效果的影响 

表 3 不同部位的百合鳞片诱导效果 

表3为不同部位的百合鳞片材料切成0．5 cM的块， 

接种 60 d后 的观 察 结果，培养基 均 采用 MS+ 

6一BA 2．0+ IAA 1．0。结果表明：芽的形成与鳞片不同 

部位有关。鳞茎中部的鳞片诱导出芽的能力最强，外部 

鳞片次之，内部鳞片几乎不能形成幼芽。由于外部鳞片 

易受细菌侵染，增加了灭菌难度，故一般不采用外部鳞 

片。利用中部鳞片进行组培，既能提高芽的诱导率，又 

能降低组培苗污染嘲。 

2．4 不同激素浓度对百合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表 4 不同激素浓度对芽增殖效果 

结果表明：低浓度的6-BA和IAA对芽增殖有较好 

的效果，其中以(6)号培养基对芽增殖效果最好。将诱 

导出的芽转接到增殖培养基中后，2O d后，芽基部膨大并 

分化出4～5个小芽，形成芽丛，待芽长出嫩绿叶片，长至 

1．5～2．0 crn时可转到增殖培养基上继代培养，也可转接 

到生根培养基上使其生根。30~40 d继代培养1次。 

2．5 生根与移栽 

将丛生试管芽切成单株，接种在 1／2 MS+IAA0．5 

的生根培养基上，10 d后芽基部长出3～5条辐射状白色 

小根，25 d后可全部生根。移栽前将试管苗从培养室中 

移出开瓶练苗 3～ 5 d，移栽时，将苗从培养瓶中取出，洗 

去附着在苗上的培养基，栽于草炭+蛭石(2：1)的基质 

中，保温保湿，待小苗长出侧根后可栽人大田。 

3 小结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百合快速繁殖，常通过 

5种途径诱导分化产生小植株L9]。试验通过鳞茎诱导、 

腋芽发育和不定芽的产生，形成丛生芽块的过程。百合 

快速繁殖使用的基本培养基有 MS、LS、SH、N6、I35、Hy— 

ponex等，其中最常用的是 MS培养基。在百合的快速 

繁殖中，应用的激素有：BA、KT、TDZ、IAA、NAA、ⅢA、 

BR、2，4_D[ ]，荷兰百合培养，选用高6-BA与低 IAA配 

比的培养基较合适，选用鳞茎内部组织效果最好；继代 

增殖培养继代培养，降低 6一BA和IAA浓度效果较好；生 

根时单独使用 IAA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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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and Propagation of Hollan d Lily in Vitro 

LI Wei—feng·WANG Dan·HUAN G Hai—tao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Sichuan 621002，China) 

Abstract：The experiment selects Holland Lily variety Sorbonne bulb，the terminal bud，the stem section，the lear and so 

on，as is best，by MS+6一BA 2．0 m L+IAA 1．0 mg／L culture medium induction grows thickly，the bud effect to be 

best，its inductivity is 96．7 ，and in the scales induction，The central section displays the big organogenesis potentia1． 

The lily continues the generation of multiplication raise byⅣ【S十BA 1．0 rag／L+IAA0．4 mg／L for is suitable，the tissue 

culture plant in MS+IAA0．5mg／L is easy to take root，about 25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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