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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带芽茎段的组织培养技术 

李小川 ，张华通。，周丽华 ，李兴伟 ，林晓萍。，曾 雷 

(1．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520；2．广东省林业学校，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以经种植筛选的迷迭香优株嫩芽和枝条为外植体，研究了细胞分裂索、生长索、多效唑(PP33。)、三碘苯甲酸(TIBA)~  

同浓度及其配比，培养基成分的浓度，附加物质椰乳(CM)及温度等对芽的诱导分化、芽的增殖、伸长及生根的影响，并研究了温度、基 

质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养基为 3／4MS+蔗糖 3％+6-BA0．2 mg／L+NAA0．01 mg／L+CM150 mL／L，温 

度 19~23"C有利于促进腋芽的形成和伸长；1／2MS+蔗糖 1．5 +IBA1．0 mg／L+NAA0．5 mg／L+PP3330．05 mg／L有利于诱导芽 

生根；在试管苗移栽阶段 ，基质选用粗河沙或粗河沙+珍珠岩(1：1)，于春天和冬天移栽，可提高试管苗移栽的成活率，使移栽成活率 

达到 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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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Techniques of Buds in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 

LI Xiao—Chuan ，ZHANG Hua—Tong。，ZHOU Li—Hua ，LI Xing—W ei ，LIN Xiao—Ping。，ZENG Lei 

(1．Forestry Academy of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 510520，Guangdong，China： 

2．Guangdong Forestry School，Guangzhou 510520，Guangdong，China) 

Abstract：Taken stem sections with shoots in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as materials，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supplemen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proportions of KT，6-BA，NAA，IBA ，PP333 and TIBA，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undamental components in media，adding CM ，and temperature，and SO on，on inducing bud 

differentiating，multiplying，growing and rooting were researched，otherwise，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media on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of test tube seedlings were research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 bud 

inducing and multiplying was 3／4MS supplemented with sucrose 3 ，6-BA 0．2 mg／L，NAA 0．01 mg／L and CM 150 

mL／L，and culture temperature was at 23～19℃；the best medium for rooting was 1／2MS supplemented with sucrose 

1．5 ，IBA 1．0 mg／L，NAA0．5 mg／L，PP333 0．05 mg／L；it could improve survival rate of seedlings to chose coarse 

sand or coarse sand and perlite(1：1)as media and transplant test tube seedlings in spring and autumn，and the rate 

was about 90 ． 

Key words：Rosmarinus officinalis L．；tissue culture；medium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系唇形科多年生矮灌木型或匍匐型木本植物，原产地中海沿岸[1]。叶片绿 

色、针形，具有强烈清新的草香，花色有蓝、淡紫、粉红及白色等，亦能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被广泛用于制作香水、 

浴液、化妆品、香皂、空气清新剂、食品调料等。在医用方面，具有催经活血，利胆降压、抗菌定神、抗癌等作用[2]。 

鲜叶可提炼精油和抗氧化剂[3]。该植物还可用于水土保持、园林绿化、家庭盆栽，它还有驱蚊作用，是具有较高 

综合开发利用价值的经济植物。 

由于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实现林木的快速繁殖[4~1。。，为了掌握迅速大量繁殖迷迭香的组培技术，笔者进行 

了大量的试验和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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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采用从美国MOUNTAIN VALLEY GROWER，INC．引进的标准迷迭香优株带嫩芽的枝条作 

为外植体。 

1．2 ：疗法 

1．2．1 无茵材料的获取 

选取生长健壮的枝条，去除叶片，剪成 5～7 cm的枝段，在超净工作台上进行以下无菌操作：第 1次消毒用 

1 g／L的HgC1。溶液浸 3 min，用无菌水洗 2次；接着进行第 2次消毒，用 1 g／L的HgC1z溶液浸2 min，再用无 

菌水洗 5次。将消毒好的材料切成约2．O～3．0 cm长的小段(带 2--．3芽)接种到 1／2MS培养基诱导腋芽萌发 

或顶芽伸长[1u。 

1．2．2 丛生芽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取萌发的腋芽或伸长的顶芽进行丛生芽诱导试验，试验设计为基本培养基 MS分别附加不同浓度的细胞 

分裂素 KT或 6-BA(均设计 0．0 mg／L、0．2 mg／L、0．5 mg／L、1．0 mg／L 4种处理)和蔗糖 30 g／L，共 7种处 

理，每处理 1O瓶，每瓶 1O个芽，分成 1O组。接种材料在(23±2)℃的培养室中培养，光照 8 h／d，光照强度为 

1 500～3 000 lx(如无另外说明以下试验的培养条件与此相同)。连续培养2次，每次 20 d。第 4O天记录试验结 

果，观察记录分化出芽的总数、长度及生长反应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1。2．3 芽增殖继代培养基的筛选 

切取经丛生芽诱导培养的芽作为材料，进行如下连续 2次的芽增殖继代培养基筛选试验。第 1次试验，基 

本培养基为 MS、3／4MS、1／2MS，分别附加细胞分裂素 6-BA0．2 mg／L、生长素 NAA0．01 mg／L和蔗糖 

30 g／L，共 3种处理；第 2次试验在第 1次试验的基础上，选用培养基为 3／4MS+6一BA0．2 mg／L+NAA0．01 

mg／L+蔗糖 30 g／L，再分别附加椰乳(CM)150 mL／L、水解乳蛋白(LH)10 mg／L、活性炭(AC)0．2 mg／L和 

三碘苯甲酸(TIBA)2．0 mg／L，共 4种处理，两次试验每处理 1O瓶，每瓶10个芽，分成 1O组。第 4O天记录试验 

结果，观察记录分化出芽的总数、长度及生长反应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1．2．4 壮芽培养基的筛选 

将继代培养的芽接种到壮芽培养基 中，壮芽培养基为 3／4MS+6-BA0．2 mg／L+NAA0．01 mg／L+ 

CM150 mL／L+蔗糖 30 g／L，再分别附加 0．00 mg／L，0．01 mg／L，0．05 mg／L，0．10 mg／L和0．50 mg／L 5种 

浓度的多效唑(PP。。。)，共 5种处理，每处理 1O瓶，每瓶 1O个芽(接种的密度不应过高)，分成 1O组。培养条件为 

光照10 h／d，光照强度为 3 000--~5 000 lx。培养 30 d，观察记录分化出芽的总数、伸长长度及生长反应情况，并 

进行统计分析。 

1．2．5 不定根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切取壮芽培养基中长度为 3．0 cm以上的单个芽，接种于诱导不定根的生根培养基。试验采用正交试验设 

计，试验 因素为 MS培养基 (A)、NAA(B)和 IBA(C)，每 因素各取 3水平，即 MS、1／2MS、1／3MS； 

NAAO．0 mg／L、0．5 mg／L、1．0 mg／L和IBA 0．0 mg／L、0．5 mg／L、1．0 mg／L。用 L9(3‘)正交表配制培养基， 

每处理再添加PP瑚0．05 mg／L和蔗糖 15 g／L。每处理接种 1O瓶，每瓶 1O个芽，分成 5组。培养条件为光照 8 

h／d，光照强度为 3 000--~5 000 lx。培养第 3O天，记录试验结果，观察记录每处理不定芽的生根率及芽的生长反 

应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1．2．6 温度对芽增殖的影响 

将继代培养的芽接种于 3／4MS+6-BA0．2 mg／L+NAA0．01 mg／I +蔗糖 30 g／L+CM150 mL／I 的培 

养基，分 4个温度段(14～18℃、19～23℃、24～28℃、29～33℃)，放置在人工气候箱，光照 3 000 lx，每处理 1O 

瓶，每瓶 1O个芽，分成 1O组。第 3O天记录试验结果，观察记录各处理芽的生长反应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 

1．2．r．基质和季节对试管苗移栽的影响 

根据迷迭香的生物学特性设计了如下两组试验。 

{：1)不同基质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试验。本试验主要检验 4种基质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即粗河沙、粗河沙 

+珍珠岩(1；1)、粗河沙+泥炭土(1；2)、泥炭土+珍珠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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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季节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试验。本试验主要检验季节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分别在春季、夏季、秋 

季、冬季进行该试验。 

试验(1)在春季进行；试验(2)中，基质选用粗河沙。两组试验每处理移栽 500株，分成 5组。移栽后第 5O天 

记录试验结果，统计移栽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迷迭香芽接种到芽增殖培养基 5 d后，芽开始伸长，15 d左右开始分化形成丛芽，第 4O天记录结果(见表 

1、表 2)。结果显示，培养基中激素的浓度和种类对接种的芽分化出芽、伸长和生长情况的影响比较明显。在添 

加不同浓度 6-BA的试验中(见表 1)，芽的增殖倍数起初表现为随激素浓度升高而升高，但浓度升高到一定值 

后，芽增殖倍数又下降，芽的长度则表现为随浓度升高而降低，其中，不加激素的 1号培养基诱导芽的增殖倍数 

为 1．O5倍，芽平均长为 4．2 cm，而 6一BA浓度为 0．2 mg／I 的2号培养基芽增殖倍数最高，达到 2．1O倍，平均 

长3．9 cm，这两种培养基诱导芽的增殖呈显著性差异，芽生长都表现正常。从 3号培养基开始，诱导出的芽表 

现为不正常的玻璃化现象，而在添加了KT的各组处理中均出现玻璃化现象(见表2)。另外，本研究结果表明， 

芽的增殖倍数还与芽的长度有关，芽越长腋芽越多，增殖倍数也就越高。因此，选择芽伸长和增殖倍数较高且芽 

生长正常的2号培养基作为芽增殖培养基较好。 

表 1 不同浓度 6-BA对诱导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十 Do．05=1．458；芽增殖倍数一(增殖后芽总数一增殖前接种芽个数)／增殖前芽个数(下同)；芽包括腋芽和顶芽(下同)。 

表 2 不同浓度KT对诱导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十 LSDo．05—1 571。 

2．2 芽增殖继代培养基的筛选 

如表 3所示，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培养基的各种成分对芽增殖的影响不明显，没有显著差异，都出现芽梢 

枯萎现象，但表现出粗壮程度不同。 

表 3 培养基中不同浓度矿质元素对诱导芽增殖的影响’ 

t LSDo．05=1．821。 

从表 4的结果看，本研究中所添加的附加成分对芽的增殖和生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处理间都呈显著性 

差异。其中椰乳(CM)对诱导芽增殖的影响最大，其芽增殖倍数达到 3．12倍，而且无芽枯萎和玻璃化现象；三 

碘苯甲酸(TIBA)次之，增殖倍数 2．75倍。因此，对于芽增殖继代培养来说，选择添加椰乳的2号培养基最为合 

适，也可选择添加三碘苯甲酸的 5号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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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培养基附加成分对诱导芽增殖的影响t 

T L D0．o5—1．950。 

2．3 壮芽培养基的筛选 

在芽增殖继代过程中长出的 

芽都表现较弱，这些芽在接种到 

生根培养基之前有必要进行壮芽 

培养 植物生长延缓剂多效唑 

(PP。。。)能使植物节问缩短，叶数 

和节数不变，株型紧凑、矮小。通 

过在培养基中添加 PP。。。可取得 

比较理想的壮芽效果。表 5显示 

表 5 不同PP 浓度对芽生长的影响 

了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从表 5可以看出，添加 0．10 mg／L PPss。效果最好，芽长得粗且壮，PPss。浓度达到 0．50 

mg／I．，时则影响芽的正常生长，表现为矮小且叶片扭曲、不正常。 ．。 

2．4 不定根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表6 不定根诱导L。(3‘)正交试验方案及试验结果’ 

影响芽诱导不定根的因素很多，但主 

要有培养基中矿质元素的浓度、生长素的 

种类及浓度等。表 6为不定根诱导的正交 

试验方案及结果。 

从表 6可看出，5号处理即 A因素的 

2水平、B因素的 2水平和C因素的 3水 

平组合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为 95 ，这 

与极差分析结果相同。因此，本试验中迷迭 

香芽诱导不定根 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1／2MS+NAA0．5 mg／L+IBA1．0 mg／L 

+PP3330．05 mg／L+蔗糖 15 g／L。 

因素的主次是以极差的大小来衡量 

的，极差大表明此因素对生根率的影响大， 

极差小表明此因素对生根率的影响小。 

主要因素为 C，其次为 A，再次为 B， 

即主要因素为生长素 IBA，其次为 MS培 

养基中矿质元素的浓度，再 次为生长素 

NAA 

编号 A B C 

M S NAA IBA 
生根率／％ 

1(1) 

1(1) 

1(1) 

2(1／2) 

2(1／2) 

2(1／2) 

3(1／3) 

3(1／3) 

1(O．O) 

2(O．5) 

3(1．0) 

1(O．0) 

2(O．5) 

3(1．0) 

1(O．O) 

2(O．5) 

1(O．O) 

2(O．5) 

3(1．O) 

2(O．5) 

3(1．O) 

l(0．0) 

3(1．O) 

1(O．O) 

3(1／3) 3(1．O) 2(O．5) 

’ 括号内数字表示MS培养基矿质元素用量倍数或激素用量(单位：mg·L )。 

从方差分析的结果看(见表 7)，A、B、C 3因素的 F值分别 

为1． 78，t．17和 2．25，均大于 F。．。 ，表明A、B、C因素对试验结 

果有显著影响。 

2．5 温度对诱导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环境条件特别是温度在增殖继代培养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表 7 不定根诱导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用，为检验温度在增殖继代培养过程中对诱导不定芽增殖的影响，本研究分 4个温度段进行试验研究(见表 

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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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表 8显示的结果看，在增殖继代培养过程中，温度不同，芽增殖的程度不同。其中，19~23℃的温度段，芽 

增殖倍数最高，达到3．14倍，且芽长得高壮；24~28"C温度段次之，芽增殖倍数为 2．54倍，芽长得长且弱；14～ 

18℃温度段，芽增殖倍数最低，只有 1．1O倍，芽长得矮弱；而 29～33℃温度段，由于芽不适应而导致枯黄，最后 

死亡。另外，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它们对诱导不定芽增殖的影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因此，在芽增殖继代培养过程中，为提高芽的增殖倍数，对培养环境温度的控制显得非常重要。对于迷迭香 

来说，温度控制在 19~23℃比较合适。 

表 8 不同温度对诱导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T LSDo．05=1．844。 

2．6 基质和季节对试管苗移栽的影响 

组织培养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高低除了与生根苗的强壮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还与移栽的基质及环境 

温度有关系，为了筛选出理想的基质和合适的移栽温度，结合迷迭香的生物学特性，本试验设计了两个试验，试 

验结果见表 9、表 1O。 

2．6．1 基质对试管苗移栽的影响 

本试验主要检验不 表9 不同基质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同基质：粗河沙、粗河沙 

+珍珠岩(1：1)、粗河 

沙+泥炭 土(1：2)、泥 

炭土+珍珠岩(2：1)， 

共 4种处理对移栽成活 

率的影响。从试验的结 

果可看出(表 9)，基质 

1、2移栽 成活率均较 十LSD s=5．063。 

高，分别为 9O 和 88 ，没有显著性差异，且试管苗恢复较快。而基质 3和 4的移栽成活率分别只有 72 和 

74％，它们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与基质1和2的移栽效果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试管苗移栽后恢复较慢。故 

迷迭香试管苗移栽的基质选用粗河沙或粗河沙+珍珠岩(1：1)比较合适。 

2．6．2 季节对试管苗移栽的影响 

本试验主要检验不同季节对 表10 不同季节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试管苗移栽环境的温度影响 

着试管苗移栽的成活率。从表 1O 

的结果看，在不同的季节，移栽的 

成活率不同，呈现出显著性的差 

异，其中春季和冬季的移栽成活 

率 比较 高，分 别 达 到 9O％和 

82％，其次是秋季，为 4O ，而夏 十LSD s=4．575。 

季最低，只有 2O 。从试验得出的结果看，迷迭香试管苗移栽应选择在春季和冬季比较好。 

2．7 试管苗的移栽管理 

移栽前，基质用35 9，6的甲醛溶液5O倍水淋透，15 d后使用。移栽时，将已生根且已经炼苗的合格试管苗取 

出，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基部的培养基，然后种植在装好基质的育苗筛上，并盖上塑料薄膜保湿。10 d后逐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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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塑料薄膜，20 d后把塑料薄膜完全打开。种植后第 1～2天喷急救回生丹 1次，以后每周喷 1／2MS无机成分 

溶液和多菌灵、甲基托布津或急救回生丹 1次。 

60 d后可出圃或移栽到花盆种植，移栽成活率达 9O 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1)培养基为3／4MS+蔗糖 3 +6一BA0．2 mg／L+NAA0．01 mg／L+CM150 mL／L，温度 19~--23℃有利 

于促进腋芽的形成和伸长；1／2MS+蔗糖 1．5 +IBA1．0 mg／L+NAAO．5 mg／L+PP3330．05 mg／L有利于诱 

导芽生根。 

(2)在迷迭香组织培养芽诱导及增殖继代过程中，通过在培养基中加入椰乳(CM)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解 

决芽梢干枯的问题。 

(：3)在培养基中加入三碘苯甲酸(TIBA)可适当提高芽的增殖率，这是因为 TIBA可抑制植株的顶端优势， 

矮化植株，促进侧芽的形成。 

(4)在植物组织培养中，细胞分裂素 6一BA和 KT被广泛应用于芽的分化和增殖过程，但如果浓度过高则 

容易引起玻璃化，尤其是木本植物。在迷迭香组织培养诱导芽的增殖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接种的材料对 

细胞分裂素的反应显得比较敏感，高浓度的 6一BA和 KT都引起了芽的玻璃化。因此，在进行迷迭香组织培养 

诱导芽的增殖时，必须注意细胞分裂素的用量，一般不能超过 0．5 mg／L。 

(5)在迷迭香组织培养各环节中，培育壮苗是试管苗移栽成功的基础，光照、温度和湿度控制是移栽控制的 

关键因素，在壮苗和生根阶段，在培养基中加入多效唑(PP跏)，可以有效地提高芽和苗的强壮度，而浓度以 

0．10 rag／L效果最好，芽长得既粗又壮，从而提高了芽的生根率和试管苗移栽的成活率。在试管苗移栽阶段，选 

择在春天和冬天进行移栽，并且适当提高移栽环境的光照强度和湿度(90 以上)，也可以提高试管苗移栽的成 

活率，使移栽成活率达到 9O 左右。 

65)本研究通过 2 a多的摸索试验，得到了一套关于迷迭香组织培养繁殖育苗的技术方法，应用该技术进 

行育苗，速度快、生产量大，是解决种苗缺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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