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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白竹组织培养技术 

杨海芸，桂仁意，汤定钦，方 伟 

(浙汀林学院 浙江省现代森林培育重点实验室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以菲白竹Sasafortunei幼嫩竹秆和竹鞭为材料 ，研究其组织培养快繁关键技术。结果表明：以竹鞭为外植体萌 

芽率较高，添加 6一苄基腺嘌呤(6-BA)试管苗增 殖效果优于噻二唑苯基脲(TDZ)，但 TDZ能促进新 芽生根；以 MS 

(Murashige and Skoog)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添加 3 mg·L 6一BA与 0．5 mg·L 萘 乙酸(NAA)，侧 芽增殖系数达 3．60； 

添加 3 mg．1J 6-BA与0．01 mg·L TDZ，增殖系数较高(3 43)，且伸长生长迅速，生根率达到 100％，可同时实现增 

殖与生根，有利于菲白竹大规模快速繁殖。图 1表 3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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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叩r叩agati0n of Sasa fortu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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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0pr0pagati0n of Sasa fortunei was studied with shoots of young culms and rhizomes as explants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 germination rate of rhizome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ulms． 6一 

Benzylaminopurine(6一BA)had a better effect on proliferation than thidazuron(TDZ)．But TDZ was able to 

improve rooting．The highest proliferation rate(3．60)was obtain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3 mg·L 6一BA 

and 0．5 mg ·L～ NAA． The combination of 3 mg ·L 6一BA and 0．01 mg ·L～ TDZ also had a high 

proliferation rate(3．43)，achieving 1 00％ rooting percentage and good growth performance．Therefore，it 

was potentially propitious to mass production．[ch，1 fig．3 tab．9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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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白竹 Sasafortunei，矮小丛生，株型优美，叶片绿色间有黄色至淡黄色的纵条纹，可用于地被、 

小型盆栽，或配置在假山、大型山水盆景间，兼文化、观赏和生态于一体，是地被中的优良植物 。 

菲白竹常规扩鞭繁殖或扦插繁殖率低，生长势不均，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我国对竹类植物的组织 

培养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文献 。 报道，初代培养污染率高，不同竹种对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及环境敏 

感程度差异较大，且研究多集中在 6一苄基腺嘌呤(6-BA)和萘乙酸(NAA)对竹类离体繁殖的影响上。 

关于菲白竹组织培养的研究很少。已有研究 以当年未展叶的新秆为材料，取材受时间限制，成活 

率不高。文章通过 TDZ(thidazuron，噻二唑苯基脲)对菲白竹组织培养的影响的研究，为菲白竹工厂化 

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盆栽菲白竹的幼嫩枝条和竹鞭，成苗后移栽基质为蛭石：珍珠岩：泥炭藓 =1：1：1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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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质，组织培养所用药品均为 Sigma Aldrich产品。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培养体系建立 由于竹类植物的内生菌较多，取材前利用抗菌药剂对菲白竹盆苗喷雾处 

理，2周后选生长健壮的盆栽植株，取其饱满竹鞭和新秆，剪成长3 cm左右的含芽节段。浸入稀释 

10倍的次氯酸钠溶液(含少量吐温20)巾抽真空灭菌 10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在显微镜下， 

剥去外壳，切取0．5 cm长的茎尖，接入 MS(Murashige and Skoog)基本培养基中，不添加任何植物生 

长调节物质。先暗培养2 d，再置于光周期为 16 h／8 h，光强为2 800 lx，培养温度为(25±2)oC的培 

养室中。培养4周后，调查并统计不同外植体初代培养的污染率和萌芽率。 

1．2，2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及其质量浓度 试验采用单因素设计，第 1阶段研究 6一BA和TDZ对 

培养材料增殖生长的影响，所用质量浓度分别为：6一BA(1，3，5，7，10 mg·L )，TDZ(0．000 1， 

0．001 0，0．010 0，0．100 0 mg·L )，以不添加任何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作为对照。第 2阶段：根 

据第 1阶段的结果，筛选出适合增殖生长的细胞分裂素种类及质量浓度，与不同质量浓度的 NAA 

(0．1，0．5，1．0，2．0 mg·L )组合，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菲白竹侧芽增殖及生长的影 

响。以上基本培养基为 MS培养基，pH 5．8，附加30 g·L 的蔗糖和 2．5 g·L 的水晶洋菜。对照不 

添加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每个处理20管，每管接种 1个外植体。每4周继代 1次，观察菲白竹生长 

状况，8周后，统计试管苗增殖系数和生根率。增殖系数 =新生总芽数／接种总芽数；生根率 =(有根 

生成的材料数量／接种的材料数量)×100％。 

1．2．3 移栽驯化 将生根的试管苗置入驯化室中，在强光(2万 Ix)下练苗 2周后，进行单株套袋移 

植。移植后每2 d将塑料袋剪口1次，1周后完全脱袋并移入温室。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来源外植体对菲白竹无菌培养体系 

建立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外植体污染率较低，低于 

5％。竹鞭萌芽率远远高于幼嫩秆茎尖萌芽率。 

从生 长 表 现 来 看 ，也 是 竹 鞭 生 长 势 旺 盛 

(围1A)，竹鞭茎尖作为外植体的芽生长粗 

壮，且有新芽生长。由此表明，竹鞭可以作为 

良好的外植体来源。 

2．2 不同培养条件对菲白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不同来源外植体对菲白竹无菌培养 

体系建立的影响 

In vitro culture with different Sasa fortunei explants 

2．2．1 不同质量浓度的6一BA和TDZ对菲白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由表2可知，添加6一BA和TDZ可 

显著促进菲白竹试管苗增殖，且6一BA效果好于 TDZ，对照无侧芽生成。添加 3 mg·L 6一BA的处理， 

菲白竹试管苗增殖系数最大，且新生芽个体较大，但随着 6一BA质量浓度的升高，增殖系数逐渐变 

小。添加 TDZ的处理中，试管苗增殖系数显著低于添加6一BA的处理，但植株伸长生长较快，且有根 

生成，根系生长良好(图 1 B)。随着 TDZ质量浓度的增加，生根率逐渐增大，添加 0．1 mg·L TDZ 

的处理，生根率最大，达到80．0％，但芽较短粗，伸长生长缓慢；而添加 0．01 mg·L TDZ的处理， 

新芽生长势最好。培养过程中发现，对照中试管苗基部分泌大量褐色物质，褐化严重，6-BA次之， 

添加TDZ的处理，无褐化现象。因此，添加 3 mg·L 6-BA适合菲白竹试管苗增殖，添加 TDZ有利 

于菲白竹试管苗侧芽的伸长生长与生根。 

2．2．2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菲白竹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3 mg·L～6．BA与 

不同质量浓度的 NAA和TDZ结合，均显著促进菲白竹试管苗生长。当3 mg·L 6-BA与0．5 mg·L 

NAA结合时，侧芽增殖系数最大，达 3，60，且新芽密集，但无伸长生长，根粗壮较短；随着 NAA质 

量浓度的增加，侧芽增殖系数逐渐下降，生根率逐渐升高。而3 mg·L 6一BA与 0．01 mg·L TDZ结 

合，植株伸长生长良好，生根率最高，达到 100％，且根系发达(图 1C)。 

1  e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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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质量浓度的6一BA和 TDZ对菲白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BA and TDZ Oil proli~rmion of Sasa fortunei 

说明：同列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在0．05水平差异显著。 

图1 菲白竹试管苗组培快繁 

(A：离体竹鞭萌芽；B：菲白竹侧芽增殖；C：生根试管苗；D：菲白竹大量繁殖) 

Figure 1 Tissue culture of Sasa fortunei 

(A：bud sprouted from rhizome；B：lateral buds multiplified；C：plants rooted in tube；D：mass propagation) 

2．3 驯化移栽 

菲自竹试管苗继代培养 3个月后，将生根的试管苗(图 1D)置于驯化室内炼苗，7 d后移栽到口 

径 10 cm的塑料盆中，20 d后有新根生成，成活率达98％。 

3 结论与讨论 

有关外植体灭菌，常用的方法是用乙醇和升汞进行外植体消毒 j。由于竹类内生菌较多，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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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菲白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 combina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Sasa fortunei 

说明：同列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在0．05水平差异显著： 

体污染率较高，本实验对取材植株进行 2周抗菌预处理，然后用次氯酸钠浸泡的同时真空泵抽虑灭 

菌，污染率大大降低，不到 5％，保汪了无菌材料的获得。同时，用次氯酸钠溶液替代升汞等灭菌 

剂，也避免了环境污染。 

TDZ是人工合成的苯基脲衍生物之 ，在很多植物材料中表现很高的细胞分裂素活性 。在许 

多植物组织培养中，可促进愈合组织生长及芽的形成，活性超过一般的细胞分裂素。Letham 曾指 

出，TDZ促进休眠芽生长素的合成，当质量浓度很低时，所产生的生长素的水平可能对芽的生长是合 

适的，质量浓度过高，则不利于生长。Chapupa 却认为，TDZ不仅能促进芽繁殖，还有利于芽的再 

生，且存在一个 TDZ临界质量浓度，低质量浓度的 TDZ或许仅促进腋芽增殖，而高质量浓度的TDZ 

可能促进腋芽增殖又提高芽的再生能力。本实验中，TDZ与6一BA结合，显著促进菲白竹伸长生长与 

生根，且根系发达，长期保持生长势旺盛，可能是由于 TDZ处理后，菲白竹萌发大量的新芽，且刺 

激芽体合成的生长素，长期继代培养后，内外源植物生长调节物质逐渐达到平衡，促进菲白竹新芽 

再生。 

竹子组织培养的一大难题在于材料褐变，相对而言，生根材料的褐化程度比增殖材料要轻得多。 

在植物离体快繁过程中，通常将材料增殖与生根分隔开来，但是，在竹类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切割 

材料的伤口分泌大量褐色物质，会影响侧芽的增殖和生根。研究发现，当同时外加 3 mg·L～6一BA与 

0．010 0 mg·L TDZ时，培养8周后，材料的增殖系数较高(3．43)，生根率达到 100％，植株生长健 

壮，没有褐变现象发生。这样可简化操作程序，降低生产成本，较易实现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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