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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林工程系，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用西伯利亚百合的鳞片为试材，采用正交试验法， 

进行了最佳诱导培养基和最佳增殖培养基筛选。结果表明，西伯 

利亚百合鳞 片最佳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2．Omg／L+2，4-DO．1 

mg／L+NAAO．3 rag／L； 最 佳 增 殖 培 养 基 为 MS+6一BA2．Omg／L+ 

2．4一DO．1mg／L+NAAO．5mg／L。 

关键词：百合；组织培养；诱导；增殖；快速繁殖 

观赏百合常规繁殖方法因存在繁殖率低、种球数量有限、再 

次感染病毒几率高等问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u]。采用组培快繁 

的方法，能有效解决百合种性退化难以繁殖的问题，并且可在短 

时间内获得大量的优质种苗 Il[33，实现种苗工厂化生产，提高 

合生产水平。本试验试图通过研究西伯利亚品种鳞片的组织培 

养和快速繁殖的优化条件，探讨百合组培快繁的较佳方法，为百 

合的提纯复壮和快速繁殖优质籽球提供理论依据。 

一

、材料与方法 

试验选用东方百合杂种系中的切花品种西伯利亚为试材， 

为荷兰进口种球 选用百合的中层鳞片 F部作为外植体。 

㈠材料的消毒 选用健壮的西伯利亚百合种球，将种球用 

自来水流水冲洗干净，剪去根及有伤的鳞片，先用 70％的酒精浸 

摇 50s~60s，再用 10％的磷酸兰钠浸泡种球 20min，并用无菌水 

冲洗 2次～3次。然后将种球鳞片剥下，取 3层～4层作为中层， 

用 0 1％的升汞溶液消毒 7min，无菌水冲洗 4次～5次，用灭菌 

过的滤纸吸干表面水分。 

㈢不同激素组合对鳞片诱导的试验 选用生长良好、大小 

相近的 合中层的鳞片，切去上部 1／2，将下部分割成 5唧～ 

lOmm左右的小鳞片，以正面朝上分别接种在 9种培养基 上。采 

A(mg／L) B(mg／L) C(mg／L) 
水平 

6一BA 2，4一D NAA 
‘ 

．  1 O．5 O．1 O．1 

2 1．O O．3 O．3 

3 2．O O．5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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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交试验设计 Lq 

(3 )进行分析，试 

验区J子及水平见表 

1。以改良MS培养 

基为基本培养基， 

琼 脂 7g／[ ，蔗 糖 

30g／L，pH值 为 5．6～5．8。 

㈢不同激素组合对不定芽增殖的试验 将在诱导培养基上 

生长了 45d后的不定芽分割成 4个～6个小芽丛块，转接于 9 

种增殖培养基上。采用正交试验设计 L。(3 )进行分析，试验因子 

及水平见表 2。以改良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附加琼脂 7g／L， 

蔗糖 30g／L，pH值为5．6～5．8。 

表 2．L，(3．'因子水平袁 

A(mg／L) B(mg／l ) C(mg／L) 
水平 

6一BA 2，4一D NAA 

1 l_O O．1 0．1 

2 2．O O．3 O．3 

3 3．O O O．5 

两个试验在组织培养室中进行光照培养，温度 24℃±l℃， 

每天光照时间 16h，光照强度 2000Lx。 

二、结果与分析 

㈠百合鳞片在不同激素组合下的诱导分化效果 

西伯利亚百合鳞片在接种后约在 9d后，切片渐渐变绿，分 

化出一些疣状突起，并逐渐长出淡黄绿色颗粒状的愈伤组织； 

20d左右时，出现芽的分化；40d后形成许多绿芽丛；50d后长出 

d,nt-片，分化成苗，最迟的也在 60d后出现分化并长成小苗。40d 

后调查的不定芽的诱导分化结果见表 3。 

根据表 3的 k值大小，得知西伯利亚百合鳞片的诱导分化 

中A因素以A。为最佳，B凼素以Bl为最佳，c因素以c 为最佳。 

通过 A、B、c各 因素水平 的 比较 ，求得最优 的水平组 合为 

A3B1C2，即最佳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2、Omg／L+2。4-D0．1mg／L 

+NAAO 3mg／L。极差 R值越大的因素对指标影响越显著，在本试 

验中A为主导因素，3个因子对西伯利亚百合鳞片诱导的影响 

程度依次为 6-BA>2。4-D>NAA。 

对表 3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A因素 

对西们利亚百合鳞片诱导分化有 显著影响，B和 c因素则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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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西伯利亚百合在不同诱导培养基 不定芽诱导的效果 

试验 培养天数 原接种数 分化数 分化率 
A B C e 

号 (d) (块) (块) (％) 

1 1 1 1 1 45 12O 64 53．33 

2 1 2 2 2 45 120 56 46．67 

3 1 3 3 3 45 120 45 37．5O 

4 2 1 2 3 45 120 56 46．67 

5 2 2 3 1 45 12O 19 15．83 

6 2 3 1 2 45 120 28 23．33 

7 3 1 3 2 45 120 1O8 9O．OO 

8 3 2 1 3 45 12O 67 55．83 

9 3 3 2 1 45 120 91 75．83 

K1 137．5O 190．O0 132．49 144．99 45 120 

K2 85．83 118．33 169．17 160．O0 45 12O 

K3 221．66 136．66 143．33 140．O0 45 12O 

k4 45．83 63．33 44．16 48．33 45 120 

k5 28．61 39．44 56．39 53．33 45 120 

k6 73．89 45．55 47．78 46．67 45 120 

R 45．28 23．89 12．23 6．66 45 12O 

表 4．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A 3133．6l 2 1566．81 43．38* 

B 924．19 2 462．1O 12．79 

C 236．74 2 118．37 3．28 

误差 72．24 2 36．12 

总和 4366．78 8 

表 5．不同漱素组合对西伯利亚百合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试验 原接种数 增殖数 增殖 
A B C e 

号 (个) (个) 倍数 

1 1 1 1 1 120 382 3．18 

2 1 2 2 2 120 648 5．40 

3 1 3 3 3 120 302 2．52 

4 2 1 2 3 120 757 8．31 

5 2 2 3 1 120 1118 9．32 

6 2 3 1 2 120 523 4．36 

7 3 1 3 2 12O 738 6．15 

8 3 2 2 3 12O 322 2．68 

9 3 3 1 1 120 163 1．36 

K1 11．1O 17．64 8．9O 13．86 43．28 

K2 21．99 17．40 16．39 15．91 

K3 1O．19 8．24 17．99 13．51 

k4 3．70 5．88 2．97 4．62 

k5 7．33 5．8O 5．46 5．3O 

k6 3．40 2．75 6．OO 4．5O 

R 3．93 3．13 2．37 O．8O 

伯利亚百合鳞片诱导分化无显著影响，与直观分析结论一致。 

㈢百合鳞片不定芽在不同激素组合下的增殖效果 

将初代培养中诱导分化出的不定芽连同 

基部的胚性愈伤组织块一起切下，分割成 4 

个～5个小块芽丛，接到不同增殖的培养基上。 

经观察，胚性愈伤组织及不定芽培养 7d~9d 

后原有芽继续增长 ，原有胚性愈伤组织块可以 

很快分化出新的不定芽，10d～15d后在芽基部 

又可以逐渐长出许多淡黄绿色的小突起，为新 

的胚性愈伤组织团。20d~22d后这些胚性愈 

伤组织团的小突起逐渐分化出不定芽，1个小 

芽丛块平均可以分化为 4个～6个绿色的芽 

丛，58d~60d后可长成小苗。 

不同激素组合对不定芽的增殖影响较大， 

45d后调查不定芽的诱导分化结果见表 5。 

由表 5的 k值的大小可得，通过 A、B、C各 

因素个水平的比较求得最优 的水平组合为 

A2B C。， 即 最 佳 增 殖 培 养 基 为 MS+ 

6-BA2．Omg／L+2。4-D0．1mg／L~NAAO．5 mg／L。极 

差 R值越大的因素对指标影响越显著，在本试 

验中西伯利亚百合在继代增殖培养中A为主 

导因素，3个因子的影响程度依次为 6-BA>2，4-D>NAA。 

表6．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A 28．74 2 14．37 25．65* 

B 19．15 2 9．57 17．O9 

C 15．70 2 7．85 14．O1 

误差 1．12 2 O．56 

总和 64．71 8． 

从方差分析结果(表 6)可以看出，A因素对西伯利亚百合不 

定芽的继代增殖培养有显著影响，B和 C因素则对西伯利亚百 

合不定芽的继代增殖无显著影响，直观分析结论与统计分析结 

果相同。 

三、结果讨论 

以鳞片为外植体的离体培养研究报道较多，不同的品种其 

鳞茎离体培养所需要的培养基和激素都不同 [6 。从本试验结 

果可 以看出，随着 6一BA浓度的升高，百合鳞片的分化率有升高 

趋势，以浓度为2．0 mg／L时最有利于百合鳞片诱导分化出不定 

芽，且不定芽的健壮、长势好，这与杭玲等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但低浓度的2，4一D有利于启动百合外植体鳞片的诱导分化，却 

与阮少宁等同、罗丽萍等口 的研究结果不同。 

小鳞茎的诱导和增殖与激素浓度配比有很大的关系，合理 

的激素浓度配比会提高小鳞茎的诱导率和增值率，而且小鳞茎 

长势也比较好_9j。据观察，在西伯利亚百合不定芽的继代增殖培 

养中，较高浓度的6一BA可促进不定芽丛小块基部长出较多的胚 

性愈伤组织，这些胚性愈伤组织可进一步分化出芽，提高增殖系 

数；而较低浓度 6一BA，不定芽丛小块基部新长出的胚性愈伤组 

织较少，分化少，不利与增殖，这同杭玲等 研究结论相一致。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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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宁等 、王爱勤等㈨认为添加不同浓度 NAA有利于小鳞茎的 

增粗培养，与本试验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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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第 87页)3750株 ／hm2为佳。 

3．注意事项。下种后种子表面要覆盖潮湿细土，金城 5号等 

大粒种子覆土要厚些(1，5cm左右)，黑美人等小粒种子覆土稍 

薄些(1．Ocm左右)。下种采用 卜2—1(粒)的挖穴错位、整行覆膜 

的种植方式，或小膜覆盖的种植方式。 

㈥田间管理 

1，苗期管理。3至 4片真叶时及时放苗，防止瓜苗徒长与烧 

苗。同时，根据天气情况，适当炼苗。在天气晴好时，白天将薄膜 

或塑料盖苗，并用小石片支起进行通风。对个别缺苗处，及时催 

芽补种或育苗移栽，并及时间苗。无籽西瓜顶土出苗时若发生子 

叶脱壳困难现象，要人工辅助剥壳出苗，以防壳卡苗。 

及时防治苗期病害，并视幼苗长势补充水养分。西瓜幼苗期 

枯萎病会不同程度的发生，宜采取病害防治与水养分补充混合 

使用、连喷带灌的方式。一是药剂灌根法。在发病初期，用 70％甲 

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450g／hm 或 45％代森铵水剂 675g／hm 根 

际浇灌 。二是茎 基部涂抹 法 。用 70％敌磺钠可 溶性粉 剂 

3000g／hm 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200g／hm。加面粉调成糊 

状，涂于病株基部；三是药剂喷施法。用 4％农抗 120水剂 

450ml／hm +有机生态肥 1200g／hm +225kg水 ／hm 喷施。 

2．团棵至伸蔓期管理。此阶段是西瓜营养生长最旺盛的时 

期，西瓜对水养分的需求量较大，应结合抗旱营养液 (氨基酸水 

溶液)进行叶面喷施补充水分，同时要及时中耕除草。对瓜蚜虫 

害要及早采取物理、生物、化学措施综合防治法，但应以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为主。 

瓜蚜物理防治方法：悬挂银灰色地膜条带避蚜或张挂黄色 

诱虫板杀虫；田边种植驱避作物驱蚜，如在田边种植蓖麻可起到 

驱避蚜虫的作用；实行人工灭杀，需勤检查、早发现，当个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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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个别植株发生时，人工摘除虫叶或拔除虫株集中叟} 

生物防治方法主要是利用天敌——七星瓢虫进行防 

蚜刚发生时适时按放一定数量的七星瓢虫，可以起至I 

治效果；或在瓜田四周适当种植一些小麦、豌豆等招 

供繁殖场所，消灭蚜虫。瓜蚜化学药剂防治是用 0，3 

剂 750g／hm 对喷雾防治。 

3．始坐瓜至膨瓜期的管理。西瓜开花始坐瓜期要 

水分，促进坐果。当幼果(鸡蛋大小)坐稳至定个期时 

达到高峰，需采用叶面喷施或穴滴灌方式进行水养分f 

进瓜体迅速膨大。此阶段因高温多雨，空气湿度大，蔓j 

病、枯萎病发生较严重，要早预防、早防治。蔓枯病、炭 

病防治方法与苗期防治方法基本相同，但要求一种农 

生长周期只能使用一次。 

四、包装和运输 

宁夏山区西瓜多在田间销售，不进行包装。少量 

产品，为防止运输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必须采用一 

箱，并对所有运输西瓜的车辆必须清扫干净。 

五、记录的保持 

绿色食品认证实行的全程质量控制模式，强调 

桌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记录作为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明，应系统、完整，贯穿于产品形成的全过程。记录要正 

严格，决不允许伪造、任意涂改、删除或篡改。各项记录 

场操作时进行，每份记录都应该有记录人的签名和填 

时应有专人和专门的地方完整保存各项记录。 

参考文献 

[1】马爱国．无公害农产品管理与技术(第二版)[M】． 

国农业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赵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