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卷 第 2期 

2 0 0 7年 6月 

福 建 林 业 科 技 
Jour of Fujian Forestry Sci and Teeh 

V01．34 No．2 

lun．。2 0 0 7 

速生优良杉木组培快繁技术试验 

黄碧华 

(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福建 南靖 363600) 

摘要：应用正交设计法研究外植体的最佳消毒方式，同时考察了培养基、6一BA、KT、NAA等 4个因子对杉木组培苗芽增殖 

的影响和 IBA、NAA、ABTI#、蔗糖 等 4个因子对组培苗生根培养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茎尖为外植体材料，消毒方式采用 

70％乙醇处理 40 s后无菌水冲洗一遍，再用 0．1％升汞溶液处理 7 min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以上；最佳的增殖培养基是1／2 

MS+6-BA 0．8 mg·L～。最适于生根的培养基是 MS培养基中 +蔗糖 30 g·L +IBA 1．2 mg·L +NAA 0．2 mg·L-1+ 

ABT1#1
．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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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echnique of the superior Chinese fir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HUANG Bi-hua 

(FujianProvincialForestryResearch Center，Nanjing，Fujian 363600，China) 

Abstract：The orthogonal design was used to select the optimal method for the explant disinfection．This paper studied the effects 

of 4 factors，medium，6-BA，KT and NAA，on the bud propagation，and the effects of 4 factors，IBA，NAA，ABT1#and SU— 

crose，on rooting in tissue culture．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em tips should be used for explants；the disinfection method was 

using 70％ alcohol for 40 S then rinsed with autoclaved water once．followed by 0．1％ HgC12 for 7 min then rinsed with autoclaved 

water 5 times；1／2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6-BA 0．8 mg·L～ Was suitable for its multiplication，and MS supplemented 

with sucrose 30 g·L一 + IBA 1．2 mg·L一 + NAA 0．2 mg．L-1 + ABT1#1
．5 mg·L一 ． 

Kei words：Chinese fir；clone propagation；tissue culture；orthogonal experiment 

杉木(Cunninghami口lanceolata Hook)是我国主要速生用材树种，具有生长快、产量高、材性好、用途 

广等特性[̈。组织培养是迅速繁殖林木良种的重要手段之一，给林业带来了飞跃的进步。国内外对桉 

树、杨树、相思树等速生树种的优 良无性系的组织培养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2．3]。为了挖掘潜力，缓解 

对营建杉木丰产林的良种需求，最快捷有效且经济的方法是建立杉木优良无性系组培快繁技术体系，培育 

优良杉木苗来营造杉木丰产林，以迅速提高杉木生产力。为此，本试验进行了杉木优良无性系的组培快繁 

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 5年生的杉木优良无性系 061、065的半木质化穗条作为外植体，优良无性系 061、065选 自 

福建省洋口国有林场杉木二代测定林。 

1．2 材料的处理方法 

从修剪好的杉木半木质化穗条(茎尖、茎段和茎部)中切取 0．5～1 cm长作为外植体材料，用自来水冲 

洗 3 h，然后用 0．2％灭菌净浸泡 30 min。清洗后在超净工作台用 70％乙醇处理，无菌水冲洗一遍；再用 

0．1％升汞溶液处理；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以上【4]。把材料放置无菌的滤纸上，滤干水分用手术刀在接 

种盘中切除芽条切口处，保留茎尖小芽和侧芽，接入已制作好的诱导培养基。MS为初始培养基，加上 6． 

苄基腺嘌呤 6-BA 0．1 mg·I _1和萘乙酸 NAA 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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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设计 

1。3。1 外植体消毒试验 选用正交表 I (3 )进 

行外植体消毒试验，处理因素及水平见表 1[51，共 

设 5次重复，每个处理试验 50瓶，每瓶 11个外植 

体，每 5 d观察记录 1次外植体的污染情况和萌动 

情况。 

1．3．2 芽增殖试验 以固体培养基 MS、1／2Ms、 

1／3Ms、1／4Ms，附加不同配比的 6一苄基腺嘌呤 6一 

BA、激动素 KT、萘乙酸 NAA，pH值 5．8，采用正交 

设计 I (4s)进行不同组合处理试验，设3次重复， 

每处理接种 50瓶，每瓶 10个芽苗，每 5 d观察 1 

次并记录增殖倍数和生长情况，试验因素及水平见 

表 2。 

1．3。3 生根诱导试验 以MS为基本培养基，pH 

值 5．8，选取经继代培养顶端明显的芽条，长度 1．5 
～ 2 cm，考察 IBA、NAA、ABT 1#、蔗糖等 4个因 

素对生根的影响，每因素设 4个水平，采用正交表 

El6(4 )进行试验安排，设 3次重复，各因素水平见 

表 3，每试验接种 50瓶，每瓶 10株，每 10 d观察 1 

次，并记录生根情况和生长情况。 

1．4 培养条件 

组培苗的无菌体系建立、分化和生根培养都在 

培养室进行，培养室的培养温度为 25±2"C，光照 

强度 2 000 LX，光照时间为 12 h·d一。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毒对杉木外植体的影响 

杉木外植体消毒试验结果见表 4，从表中各因 

子水平的K值来看，选用茎尖为外植体材料，同时 

用70％乙醇处理 40 S、0。1％升汞处理 7 min的处 

理组合为最好。正好与本试验中的处理3的结果相 

符，其平均萌芽率高达 36％；其次为处理 7，平均萌 

芽率达 15％，处理 1的效果最差，外值体未经消 

毒，全部被细菌污染，平均萌芽率为 0。从总极差 

值来看，影响杉木外植体萌芽率最重要的因素是 

0．1％升汞，而外植体部位和70％乙醇的影响相对 

较小。 

表 1 消毒试验因素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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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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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消毒对杉木外植体萌动的影响及极差分析结果 

处理 夕 70％／ 醇 o‘ 汞平 率 

*：萌动率为无感染、有芽点长出的外植体数除以总接数。 

2．2 不同培养基及激素对杉木芽增殖的影响 

不同培养基及激素对杉木芽增殖影响的结果见表 5。从表中可看出，不同处理间的增殖倍数、不定芽 

和有效芽数量相差较大。因增殖倍数是衡量芽增殖质量优劣的主要性状指标，为此对不同因子处理的增 

殖倍数进行方差分析和极差分析，结果见表 6。从表中看出，不同培养基和 6一BA对杉木芽增殖培养的影 

响达极显著差异水平，而且培养基比 6-BA对芽增殖倍数的影响更大，而 KT和 NAA对增殖倍数的影响 

不显著。从表 K值大小看，培养基以 1／2 MS处理为最好，6-BA以第 3处理水平即 0．8 mg·I -1为最好， 

0  8  9  2  5  

5  5  5  7 ( ：  

0

=3 7=3 7 0 7 0=3” 帅 

0如 0如 0如 ” 

尖 尖 尖 段 段 段 部 部 部 7 0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1 2 3 4 5 6 7 8 9 R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黄碧华 ：速生优良杉木组培快繁技术试验 

则芽增殖培养的最优处理配方为：1／2MS+6一BA 0．8 mg·I ～，其增殖倍数可达4倍以上，适合工厂化育苗 

的需要。 

表 5 杉木外植体芽增殖试验结果 

*：有效芽指 1．1 cm 以上的芽条；增殖倍数为有效芽总数／接种外植体数量。 

表 6 不同因子处理的增殖倍数方差分析(完全随机模型 )和极差分析 

2．3 不同蔗糖浓度和生长素对杉木外植体生根诱导的影响 

不同生长素对杉木生根的影响结果见表 7。从表中可看出，不同处理间的生根数、根长和生根率相差 

较大。对不同因子处理的生根率进行方差分析和极差分析，结果见表 8，从表中看出，蔗糖、IBA、NAA和 

ABT1#对杉木组培生根均有显著或极显著的影响，从表中 K值大小看，蔗糖、IBA、NAA和ABT1#的浓度 

分别以第3水平、第 4水平、第 3水平和第 4水平处理的生根率为最高，即生根诱导的最优组合为在 MS 

培养基中添加蔗糖 30 g·I ～、IBA 1．2 mg·I ～、NAA 0．2 mg·I ～、ABT1#1．5 mg·L～，该处理生根率可 

达 80％以上，生根数达 3～5条·株～，根长 2．0 cm左右。从总极差 R值大小看，对杉木外植体生根诱导 

影响最大的为 IBA，其次为蔗糖，大小排序为 IBA>蔗糖>NAA>ABT1#。 

3 小结 

1)杉木茎尖愈伤组织的形成能力强，其消毒方式为在超净工作台用 70％乙醇处理 40 s，无菌水冲洗 
一

遍；再用0．1％升汞溶液处理 7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次以上，即可备用。 

2)芽诱导采用 1／2MS+6一BA 0．8 mg·I I1效果最好，增殖倍数达 4倍以上；生根培养基采用 MS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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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中附加蔗糖 30 g·I--1,~IBA 1．2 mg·I 一、NAA 0．2 mg·I -1 ABT1#1．5 mg·I 一，该处理根系发育好，生 

根率可达 80％以上，生根数达 3～5条·株一，根长 2．0 cm左右。 

表 7 生长素对杉木外植体生根诱导的影响 

因子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极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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