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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桉丛生芽的诱导 

蒋淑磊，徐刚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为了建立优良邓恩桉无性系组织培养与再生体系，为该优良无性系的推广提供大规模的商品化葭 

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桉树转基因系统，培育速生耐寒转基因桉树新品种，扩大其栽培区域，以湖南 

省植物园选育出的优良邓恩桉 Eucalyptus dunnii无性系为材料，采取 1年生葭上部带饱满腋芽的茎段作为 

外植体，诱导芽的分化及丛生芽的产生。通过不同质量浓度的生长素NAA和细胞分裂素 6-BA的组合对比 

试验，确定了邓恩桉茎芽分化的最佳培养基为MS+6-BA 0．5 mg／L+NAA 0．2 mg／L，芽继代增殖最佳培 

养基为改良MS+6-BA 0．3 mg／L+NAA 0．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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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of M ultiple Buds from Stem Segments in Eucalyptus dunnii 

JIANG Shu—lei，XU Gang-biao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Technology，Changsha 410004，Hunan，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stablish tissue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system of fine Eucalyptus dunnii 

clone selected out by Hunan Botanical Garden，to provide large—scale commercial seedlings for 

extending the clone，and to establish transgenic system and cultivate new fast—growing and 

hardy varieties，differentiation of buds and proliferation of multiple buds were induced from 

stem segments with an axillary bud，taking 1-year—old seedlings in E．dunnii as material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tter medium for differentiation of buds was MS supplemented with 6一 

BA 0．5 mg／L and NAA 0．2 mg／I ，and the better medium for proliferation of multiple buds 

was MS supplemented with 6-BA 0．3 mg／L and NAA 0．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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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 Eucalyptus原产于澳大利亚及其邻近岛屿，因其速生丰产、用途广泛而被广为引种uJ。在我国，除南 

亚热带以南地区的气候较适合多种桉树生长外，其偏北地区因气候较寒冷，桉树冻害发生严重，很难找到适生 

的桉树品种[ 。因此，在难以利用外界条件防治桉树冻害发生的情况下，培育抗寒的桉树优良品种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邓恩桉 Eucalyptus dunnii Thunb是我国广泛栽培的桉树，其生长速度快，心材白色，木材纹 

理通直，制浆漂白容易，是优质的纸浆材树种_3]。开展本试验的目的是建立湖南省植物园选育出的优良邓恩桉 

无性系组织培养与再生体系，为该优良无性系的推广提供大规模的商品化苗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桉 

树转基因系统 ，培育速生耐寒转基因桉树新品种 ，扩大其栽培区域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中所采用的材料是湖南省植物园选育出的优良邓恩桉无性系苗。取盆栽苗上部半木质化的带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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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芽茎段作为外植体。 

1．2 试验方法 

1．2．1 材料的预处理 

先用 75 的酒精对外植体进行表面杀菌 30 S，再用 0．1 的次氯酸钠浸泡 5 min，2次灭菌处理之间及灭 

菌处理之后均用无菌水冲洗外植体 5次。灭菌后的材料去掉顶芽，切成 1～2 cm长茎段，每段带 1个芽，接种到 

培养基上。 

1．2．2 培养条件 

参照参考文献[4～2O]中的培养条件，在此基础上设置培养温度(26±2)C，光照强度 2 000 3 000 lx，光 

照时数 10～12 h／dc 。 

1．2．3 初代培养 

选择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质量浓度的6一BA和NAA，每个处理 1O瓶，重复 3次。统计分析各处理 

的出芽数，并计算萌芽率。 

1．2．4 增殖培养 

以MS和改良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质量浓度的 6一BA和 NAA，观察芽的生长和增殖情况，并计算 

增殖系数。 

增殖系数一增殖总苗数／接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不同质量浓度组合对腋芽萌发的影响 

激素不同质量浓度组合对邓恩桉茎段腋芽萌发的影响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附加不同质量浓度的生长 

素 NAA和细胞分裂素 6一BA的培养基均可诱导腋芽的萌发，但不同质量浓度的6一BA和NAA的组合对腋芽 

萌发与新芽生长的影响不同。当激素质量浓度为 6一BA 0．4 mg／L、NAA 0．2 mg／L或 6一BA 0．3 mg／[ 、NAA 

0．1 mg／L时，萌芽率最低，只有 6O ；当激素质量浓度为 6一BA 0．5 mg／I NAA 0．3 mg／I 或 6一BA 0．4 

mg／L、NAA 0．3 mg／L时，萌芽率最高，达 85 ，长势均较旺盛，但是芽的生长状况为新芽较小，叶片较小，或 

新芽叶大，色淡黄。从表 1可看出，最佳激素浓度组合是 6一BA 0．5 mg／L与NAA 0．2 mg／L，其芽生长状况是 

新芽叶大，色绿 ，叶片舒展，长势旺盛 ，萌芽率达 75％(见图 1)。 

表 1 不同质量浓度激素对芽分化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mass c0ncentrati0ns of hormones on bud differentiati0n 

M

⋯
edium 

M a ss conce塾ntration o f umber of u萌m芽be r of． e of bud w～th statu概s ofgermination — —— m “ 
切口处发生愈伤组织，新芽丛生芽，长势较弱 

新芽叶小，叶色淡黄，叶片较小 

切口处发生愈伤组织，叶色淡黄，稍微卷缩 

新芽叶小，色黄，长势较弱 

新芽叶大，色淡黄，长势较弱 

新芽叶大，色淡黄，长势较旺盛 

新芽叶小，色淡黄，叶片舒展 

新芽叶大，色绿 ，叶片舒展，长势旺盛 

新芽较小，色绿，叶片较小，长势较旺盛 

2．2 培养基对茎段芽苗增殖的影响 

培养基种类对邓恩桉茎段芽苗的增殖影响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使用改良MS培养基芽的增殖率比使 

用 MS培养基高。可以看出改 良MS培养基与 MS培养基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进一步分析改 良 MS培养基与 

MS培养基大量元素成分的不同。经分析得知，提高培养基中硝态氮含量降低铵态氮含量，提高培养基中钾离 

子和磷离子的含量 ，有利于邓恩桉丛生芽的生长 ，有利于邓恩桉的继代增殖(见表 3)。 

∞ ∞ ∞ 踮 ∞ 踮 

∞ ∞ 

S  S  S  S  S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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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培养基对 芽苗增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on bud proliferation 

2．3 激 素不 同质量浓度组合对茎段芽 

苗增殖的影响 

各种质量浓度的激素组合对芽苗增 

殖的影响结果见表 4。从表 4可以看出 ， 

当细胞分裂素 6 BA与生长索 NAA 质 

量浓度 比值高时 ，易产生愈伤组织 ，影响 

了芽苗增殖，例如处理 1和处理 7；处理 

表 3 改良MS与 MS培养基中大量元素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major elements contents in improved MS 

and MS mg／L 

培养基Meaium— 型 等 

6中丛生芽生长状况较理想 ，芽健壮 ，抽生快 ，8O 的单芽分化成 2～3芽 (见图 2)，因此可以确定最佳培养基激 

素质量浓度组合是 6-BA 0．3 mg／I +NAA 0．05 mg／I 。 

表 4 不 同质量浓 度激素对丛生芽诱导 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mass concentration of hormones on multiple bud induction 

图 1 丛生芽的诱导 图 2 继代培 养 

Fig·1 M ultiple bud induction from stem segments Fig
． 2 Subculture of stem segments in E．dunnii Thunb 

in E．dunnii Thunb 

3 小 结 

在邓恩桉的组织培养试验中，芽诱导最佳培养基为 Ms+6-BA 0．5 mg／L+NAA 0．2 mg／L，在此培养基 

上，茎段腋芽长势旺盛，叶大，色绿，叶片舒展，萌芽率达 75 ，以腋芽形成丛生芽的方式进行增殖，这一途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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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该无性系优良遗传性状的稳定性十分有利。其最佳增殖培养基为改良MS+6一BA 0．3 mg／L+NAA 

0．05 mg／L，在此培养基上，丛生芽生长状况较理想 ，芽健壮 ，抽生快 ，8O％的单芽分化成 2～3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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