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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百合组培苗移植试验 

李湘阳，曾炳山，裘珍飞，刘 英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研究了不同介质、不同大小百合种球、不同移植季节及不同晾干时间对百合移植成活率、根系生长及叶、 

芽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 0种试验介质中百合移植的最佳介质是100％珍珠岩或50％珍珠岩+50％泥炭土， 

百合种球适宜直径为≥0．5 cm，合适季节为春、秋季，晾干 2—3 d的百合种球的成活率仍可达 80％ 以上，如果 

介质、种球大小、移植季节合适，百合组培苗不经过炼苗也可达到90％以上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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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 (Lilium brounii)是世界上著名的观赏花卉，在国内外园林绿化中应用广泛，并具有巨大的鲜切花市 

场。但目前国内市场上出售的鲜切花百合品种，几乎没有—个是中国培育的Ⅲ，为了降低成本，实现种球生产 

国产化，国内已有众多的研究者进行百合的组织培养繁殖研究 。在百合商品种球的生产过程中，组培苗移栽 

入土能否成活及成活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种球的产出率。本实验针对各种影响百合组培苗移植成活率的因素进 

行研究，以对百合种球工厂化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百合品种为辛普隆 (Simplon)、西伯利亚 (Siberia)、柏尼尼 (Bernini)，由其鳞片培养获得大量无菌苗， 

供实验用。 

1．2 实验方法 

所有实验组培苗不经过炼苗从瓶中取出洗净培养基，去叶，截断根系 (留约2 cm长)后移入介质中。每种 

处理均重复3次，每个重复移植35个种球。所有介质在组培苗移植前 1 d用1％的高锰酸钾淋透介质消毒。最 

后的实验数据用SAS软件进行分析。 

1．2．1 不同介质处理实验 以不同介质和不同品种作变动因子，采用双因素随机区组实验设计。供试介质及其 

编号为：①100％珍珠岩；②100％泥炭土；③100％沙；④100％黄心土；⑤5O％珍珠岩+50％泥炭土；⑥50％珍 

珠岩+50％沙；⑦50％珍珠岩+50％黄心土；⑧50％泥炭土+50％沙；⑨50％泥炭土+50％黄心土；⑩50％沙+50％ 

黄心土。供试品种为柏尼尼和西伯利亚。—个月后统计成活率及根系生长状况。 

1．2．2 百合种球不同大小处理实验 以百合种球不同大小及品种为变动因子，用双因素随机区组实验设计。供 

试百合种球直径大小分3个等级：0)1．1—1．5 cm；②O．5 1．0 cm；③≤0．4 cm。供试品种为辛普隆和西伯利亚。 

所用移植介质为50％泥炭土+50％黄心土，—个月后统计成活率、根系状况、新生叶及芽数目。 

1．2．3 晾干处理对百合成活率的影响 以晾干的天数及品种作变动因子，用双因素随机区组实验设计。晾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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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将百合种球的培养基洗净后放在阴凉避风处，晾干处理条件分别为：①不晾干，直接移植；②晾1 d后移植； 

③晾2 d后移植；④晾3 d后移植。供试品种为辛普隆和西伯利亚。所用移植介质为50％泥炭土+50％黄 t,,-I--．， 

— 个月后统计成活率。 

1．2．4 不同季节移植百合 在春、夏、秋、冬4个季节分别移植西伯利亚百合种球，所用移植介质为50％泥炭 

土+50％黄心土，—个月后统计成活率。 

1．3 实验条件 

所有组培苗均移植在50％的遮阴网下，1周内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湿，每天喷雾2—3次，移植2周后用1／2MS 

大量元素溶液喷施 1次，移植后，每周交替喷施1／500的百菌清和 1／800的多菌灵杀菌、消毒。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百合组培苗移植成活率影响因素的分析 

不同介质对百合种球移植成活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1。不同介质对百合成活率影响很大，方差分析显示，不 

同介质间百合成活率差异显著；而同—介质中不同百合品种成活率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在方差分析中差异 

不显著。分析结果表明，柏尼尼、西伯利亚两种百合种球在 100％珍珠岩、100％泥炭土、100％黄心土、50％珍 

珠岩+50％泥炭土、50％珍珠岩+50％黄心土、50％泥炭土+50％黄心土这6种介质中都有很高的成活率，其中 

在50％泥炭土+50％黄心土中成活率最高。 

裹1 不同介质对百台组培苗移檀成活率的影响 

注；．表示显著差异。下同。 

不同大小百合种球成活率的高低见表2。 

由表2可见，百合成活率的高低不仅与种球大小有关，也与品种相关。但无论哪个品种，当百合种球的直 

径达到0．5 cm时，其成活率的高低随着直径的增加并不表现出太大的差异，然而如果百合种球的直径小于0．4 cm 

时，其成活率下降较大。 

裹2 种球大小对百台组培苗移檀成活率的影响 

不同晾干天数的处理对百合组培种球成活率的影响见表 3。处理结果表明，无论是将百合种球洗净培养基 

后直接移植，还是在阴凉处晾干2—3 d后再移植，其成活率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方差分析显示品种内和品种间 

的成活率差异都不显著。 

裹3 晾千天数对百台组培苗移檀成活率的影响 

在不同季节移植百合组培苗的成活率状况见表 4。一年四季 

中在春、秋两季移植百合种球具有很高的成活率，秋季成活率最 

高，夏季成活率最低，这可能是夏季温度太高导致的。冬季移植 

百合种球的成活率虽然比不上春、秋季，但依然可达到93％，这 

也许与广东的冬季温度偏高有关。本研究结果与余小涵的研究【2】 

稍有出入，或许是品种不同所致。 

裹4 不同移檀季节对百合成活率的影响 

品种 一 ．些  ：一 一： ：!： 墼 基至 鼗 堡 堕  

西伯利亚 97．8 48．9 99．o 93．o 20．66” 

注：”表示极显著差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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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响百合根系生长的因素 

移植百合的不定根约有 85％都是在鳞片基部重新产生的，其余则是在原组培苗根系上分枝而成。柏尼尼百 

合在不同介质中根系生长状况的调查如表 5。可见介质不同，根系的状态存在较大的差异。方差分析表明，平 

均每球不定根数和最长侧根的差异在不同介质中表现极显著，而平均每球侧根数和最长不定根的差异在不同介 

质中并不显著。说明不同介质对不定根的发生及侧根的生长有显著影响。龚学垫【3】等认为百合试管苗移植介质 

中基肥并不重要，关键是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使土壤疏松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和扎根。珍珠岩的通气性好，又 

不利于杂菌的生长，根系生长量最大。泥炭土含丰富的有机质和腐质酸，具有较强的持水性和较大的孔隙度， 

泥炭土的总孔隙度为74．99％，自由孔隙度为23．6％，含水量达5 1．3％，有机质含量达7O％左右，腐殖质含量达 

40％以上，也是百合移植的适宜介质[4】，由珍珠岩和泥炭土组合的介质中，百合的根系生长量也较大。所以珍珠 

岩或者由珍珠岩与泥炭土组合成的介质都适合百合根系生长。 

表5 不同介质对移植柏尼尼百台组培苗根系生长的影响 
Cm  

不同大小的百合组培苗的根系生长状况见表 6。在每球不定根、每球侧根、最长不定根各项指标中。不同 

大小的种球均表现出极显著差异，每球不定根和每球侧根的数目随着种球直径的增加而明显增多，不定根的生 

长在较大的种球中也明显更快。说明大种球由于贮备的养分多而更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裹6 百合组培苗不同大小种球根系生长状况 

墨薹隧 堡 ．一 垂墨趔 一．量 庭堡f坠 量篓 !坠 
辛普隆 西伯利亚 辛酱隆 西伯利亚 辛普隆 西伯利亚 辛普隆 西伯利亚 

2．3 百合种球大小对叶、芽生长影响 

不同大小百合种球的新生叶数及新生芽数都存 

在很大差异 (见表 7)，尤其表现在直径≤O．4 cm 

的种球上，直径大的种球无论是新生叶数还是新生 

芽数都更有优势，这显然是因为大的种球蓄积了更 

多的养分，有利于叶和芽的生长。不过在不同品种 

间，叶和芽的生长也具有很大差异，这可能与不同 

百合品种的遗传背景有关。 

3 结论 

衰7 百合组培苗种球大小对叶、芽生长的影响 

垂兰 塑建 壑世 鱼塑 -擞 
辛普隆 西伯利亚 辛普隆 耍伯利亚 

不同介质、不同大小的种球及不同移植季节对百合成活率都有很大影响，而介质及种球大小对根系的生长 

作用显著，种球的大小对新生叶和芽的生长也表现出极大的影响，综合分析认为，1O种实验介质中，宜采用100％ 

珍珠岩或50％珍珠岩+50％泥炭土。百合种球大小应选择直径≥O．5 cm即可，研究结果表明，直径达到O．5 cm 

的百合种球无论是在成活率、根系生长还是叶、芽生长上都与更大的种球差异不大或没有差异，因此没有必要 

让百合种球在组培瓶中生长太大而浪费财力物力。百合组培苗移植的最佳季节是春、秋两季，在广东地区因冬 

季较温暖，百合组培苗移植的成活率也可以达到 90％。在其它的研究材料中都提到必须对百合组培苗进行炼苗 

才能得到较大的成活率[3 】，而本实验研究证明，百合组培苗不必经过炼苗阶段就可以得到较高的成活率，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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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组培苗的培养基洗净后，放在阴凉避风处2—3 d，种球移植的成活率依然可达到8o％~A_k，所以百合种球 

通过组培快繁的方式生产，完全可以经过长途运输发送到更远的地方且不会明显降低种球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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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ing Test of Lily Tube Tissue Cultured Seedling 

LI Xiang-yang，ZENG Bing—shan，QIU Zhen—fci，LIU Ying 

(TropicalForestryInstitute ofcat：,Guangzhou510520,China) 

Abstract：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effect of substrate，seed ball size and air drying days，transplanting season on 

survival rate，rooting，leaf and bud growth of transplanted Lily．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seed ball still 

reached over 80％ withlOO％ pearlite or 50％ perlite+50％ peaty soil as substrate，seed ball diameter ≥0．5cm and air 

dried 2—3 days。transplanted in spring or autumn．W i山 suitable substrate，seed ball size and transplanting season，the 

tissue cultured Lily seedlingcould reached90％ evenwithouthardening． 

Keyword：Lily；transplanting；tissuecultured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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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 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Acorus calamus‘Variegatus’ 

XU Cai．xia ，TANG Gen-guo ，YIJun 

(J．YinzhouConstructionBureauofNingbo,Ningbo3151oo,China； 

2．Na哟ingForestry University ColkgeofForestResourcesandEnvironment．Nanjing210037，China； 

3．NingboUrbanVocationalCollege,Ningbo315ioo,China ) 

Abstract：The shoot apexes of Acorus cala[mus‘Variegatus’were cultured as explant on MS media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hormone for adventitious bud induction，multil：Ification and roo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 adventitious bud induction was MS+6-BA 5．0 mg／L，for multiplication was MS+6-BA 5．0 mg／L+NAb, 

0．5 mgtL，and for rooting，MS+NAA 0．5 after one generation in blank M S medium．Without hardening，seedling 

couldtran splantedtOmixedmedium with vermiculite：perlite=1：1 and survival ratewas above98％． 

Key words：Acorus CO!lamus‘Variegatus’：tissue culture；shoot apex；rapid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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