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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器官离体培养再生小鳞茎的研究 

杨永刚 代汉萍 胡新颖 雷家军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辽宁沈阳 110161) 

摘 要：以4个郁金香品种 ‘凯氏奈丽斯’、‘风流寡妇 ’、 ‘检阅’和 ‘金色检阅’的叶、花茎、花 

托、子房、鳞片及腋芽等不同器官为外植体，在 MS+2，4一D 0．1 mg·L～，MS+2，4一D 0．5 mg‘L一，MS+ 

BA 1．0 mg·L～，Ms+BA 5．0 mg·L一，Ms+BA 2．0 mg·L +IAA 0．5 mg·L-15种培养基上进行离体培 

养。结果表明，花托外植体直接诱导小鳞茎的频率最高，在培养基 MS+2，4-D 0．5 mg·L 上诱导率达 

56．7％，平均每块外植体产生小鳞茎数达l0．7个；其次是花茎，直接诱导小鳞茎的频率为33．3％，平均每 

块外植体产生小鳞茎数达 19．9个；鳞片及鳞片中的腋芽诱导鳞茎较难且需时间较长 ；叶和子房则未能诱导 

出小鳞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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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Regenerating Bulblets from Tissue Culture of Tulip 

Yang Yonggang，Dai Hanping ，Hu Xinying，and Lei Jiajun 
(College ofHorticulture，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161，China) 

Abstract：The leaf，floral stem，receptacle，ovary，scale，axillary bud of 4 tulip cuhivars，‘Kees Nel— 

iS’，‘Merry Widow’，‘Parade’，and ‘Golden Parade’，were used as explan ts in vitro culture on the media 

of MS+2，4一D 0．1 mg·L一，MS+2，4一D 0．5 mg·L一，MS+BA 1．0 mg·L一 ，MS+BA 5．0 mg·L一 ， 

MS+BA 2．0 mg·L一 +IAA 0．5 mg·L～ in the experiment．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 of bulblet 

induction was highest when receptacle was used as explant，with 56．7％ on MS+2，4一D 0．5 mg·L～ ，f0l— 

lowed by floral stem with 33．3％ on the same medium．Th e average number of the regenerating bulblets was 

10．7 per receptacle explant and 19．9 per floral stem segment explant．Th e scale segm ent and axillary bud 

were difficult an d with a longer time to regenerate bulblet．Th e leaf segm ent and ovary failed to regenerate 

bulblet in the experiment． 

Key words：Tulip；Tulipa gesneriana L．；Tissue culture；Callus；Regenerating bulblet 

1 目的、材料与方法 

郁金香传统分球繁殖增殖速度很慢，而且容易造成品种退化，因此我国每年需从荷兰进口大量昂 

贵的种球。利用组织培养方法不仅能保持原品种的优良特性，而且其繁殖系数为分球繁殖的20～25 

倍⋯。目前郁金香组织培养大多用鳞片作外植体，但分化出小鳞茎的频率较低，离生产应用还有一 

段距离 ’3 J。作者对郁金香不同外植体离体诱导小鳞茎进行了研究。 

本试验所用的郁金香种球引自沈阳植物园，4个品种为 ‘凯氏奈丽斯’、‘风流寡妇’、 ‘检阅’、 

‘金色检阅’。 

将种球进行水培，待其第 3片叶刚长出时，取出整个植株用 自来水冲洗 20 min，然后用 70％的 

酒精消毒 1 min，再用0．1％的升汞消毒两次，每次 5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次。分别取叶、花 

茎、花托、子房、鳞片以及鳞片中的腋芽为外植体。接种前先将外植体放到已灭菌的滤纸上除去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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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分，再在其伤口处切去约2 mm，防止产生药害。将花茎和花托切成长约 8 mm的小段，叶和鳞 

片切成8 mm×8 mm的小块接种到培养基上，腋芽和子房则直接接种到培养基上。每处理接种 16瓶， 

每瓶接5个外植体。 

试验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2，4-D，BA及 IAA (表 1)，pH调至5．8。培养温度 24~C，每天光 

照 12 h，光强2 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源激素对花茎诱导愈伤组织及小鳞茎的影响 

将 ‘风流寡妇’品种的花茎外植体接种到5种不同的培养基上，均能诱导愈伤组织 (表 1)。在 

MS+2，4一D 0．1 mg·L 与 MS+2，4一D 0．5 mg·L 上愈伤组织诱导率较高，均为 30％左右，但前者 

直接诱导小鳞茎的频率和平均每块外植体能诱导出的小鳞茎数均低于后者；培养基 MS+BA 2．0 mg· 

L +IAA 0．5 mg·L 上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最低，仅为 16．4％，直接诱导小鳞茎的也较低，为 

5．5％；仅用BA作为外源激素的培养基虽能诱导产生愈伤组织，但不能直接诱导产生小鳞茎。可见， 

由MS附加一定浓度的2，4一D是郁金香花茎组织培养较好的培养基。 

2．2 不同品种花茎诱导愈伤组织及小鳞茎的比较 

4个郁金香品种的花茎外植体接种在 MS+2，4一D 0．5 mg·L 培养基上均产生了愈伤组织，并且 

都有小鳞茎的直接诱导 (表 1)。4个品种产生愈伤组织的频率非常接近，均为30％左右，但这些愈 

伤组织均褐化死亡，未能进一步分化出苗。4个品种直接诱导鳞茎的频率也很接近，均为 30％左右， 

平均每块外植体大约能产生 20个小鳞茎。 

试验中还观察发现，不同品种诱导产生愈伤组织和小鳞茎的时间不同，‘风流寡妇’第 8周就有 

少量外植体直接诱导出小鳞茎，同时也有少量外植体开始形成愈伤组织。 ‘检阅’最晚，第 10周才 

开始产生愈伤组织和诱导小鳞茎。 

表1 外源激素对不同品种郁金香花茎诱导愈伤组织及小鳞茎的影响 

Table1 Effects of extraneolls hormones oninducing calllls and bulbletsfrom floral stem oftulip 

2．3 不同器官诱导愈伤组织及小鳞茎的比较 

将郁金香品种 ‘风流寡妇’的叶、花茎、花托、子房、鳞片以及鳞片中的腋芽接种在 MS+2，4一D 

0．5 mg·L 培养基上。从表2可以看出，鳞片的污染率最高 (26．4％)，腋芽次之，叶、花茎、花 

托和子房的污染率均较低 (约 8％)。 

花托与花茎诱导愈伤组织的频率最高，均为 30％左右，花托直接诱导小鳞茎的频率最高，达 

56．7％，平均每块能产生 1O．7个小鳞茎；花茎直接诱导小鳞茎的频率为 33．3％，平均每块能产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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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茎数最高．选 I9 9 1、． 聃_u最多的能选刮27个．因此花托和花茎址Ib较耻想的 }々植悻 腑芽与 

鳞片诱导愈伤 H织的{地书较接近 分别为12 1％和23 4％． 们 接诱导小鳞茎的顺牢和平均每块 

能产生的小鳞誊数均低1 花托和花茎 

奉武骑 u rJ 与f房均木能诱导 ， 愈伤组织和小鳞茎．其E外植体诱导产生的所f『愈倒组织均 

褐 化虼 厂 

2 郁 。风流 妇’ 目 目 导 ±愈 Ⅱ 日勺[匕较 

['able 2 Efk  diE~renl。 oftulip ‘M ⋯ ~ idow’ l川 slnd⋯ leⅢ and bulblel r ⋯ 【Ⅲn 

陀茎下部被鳞片包囊，呈白包．组织成熟度较高．接种不九后均碥化死 花茎 卜部本被乜挺． 

呈绿包 较幼嫩．接种 1删 变为黄绿色．去而光滑LL有光泽 第8 始部分外柿体产生黄绿色乳 

状寡起 第 10 造些突起长成小鳞莘 ( 版，A) 

花托披种 l刷后．部分外檀体艘色由潍黄绿色变为嫩绿色．表而啊光洋 第7嗣后部舒花托丌始 

J J_黄绿包乳状突起．第 8周造些突越长成可分辨的小鳞茎，第20周小赌茎帅顶端出现 莲 象 

(1鞫版．n) 

蜡片接种 l崩后 始膨人，少部分鳞片的鲥色由白色坐为淡黄色 约住第 1 I周开始有 晕外植 

伴 切口处直接诱导 小鳞攀 (罔版．I：) 

腋芽接种时 向色，I周后开始嘭大生长， 部厦渐长成 球形．10嗣后外层呈献镯包．剥去外 

斌 『的鳞苇旱向色．继续培养丝些鳞革．大约在第2I周部分腋非的堆部产生拨酶绿色的愈协组 

织 2 在愈伤 与正常组织交l界处诱导山小鳞茎 (图版．_】 

目 说 ：^ 邯 胥 蚺井 lu脚J 诱 、̈{端- 

{ ，I q # ! 吲 浒 小罐莘 

Expl~ atitm plat~：^ r1． 1 L d ⋯ n_ll̈ ⋯⋯  ∽⋯ lili~rI L n 10 l̈ ’ }{ r_1t InIu -Jr I．~II Jl 1 n ⋯』．【【 j _̈1 

J【 1L Ï  ̈ 2u w k f rh _̈．1 l_̈ll̈ m Il̈ ti． I h iP1l dnI r‘llI⋯l rl Ij̈  h ．1l nI 1．Jl⋯ _ ,I LI]11, {II J”lI a 

Il -⋯『il ri．rI L rh LI⋯ ⋯ 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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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部分研究者将郁金香花茎、鳞片等外植体离体培养产生的形态上象芽的结构称之为芽 ，但本试 

验中观察发现，它由一层封闭的鳞片构成，不是正常的叶片，且其在试管中的生长过程及生长状态与鳞 

片叶腋处的小鳞茎一致，虽然形态较长，但从结构上看它是一个鳞茎，因此本试验将其称为小鳞茎。 

试验中郁金香花茎上部外植体诱导出小鳞茎的频率高，下部外植体则完全褐化死亡，这与 Taeb 

等 的结果相反。他们认为花茎下部组织比较活跃 ，诱导出小鳞茎的频率高，这可能与取材时间不 

同有关：他们所取的花茎长约 l2～14 mm，而本试验中花茎长约 30—40 mm。陆文梁等 在对花茎的 

培养中大约在第 8周分化出愈伤组织，第 20周这些愈伤组织再分化形成小鳞茎，平均每块外植体最 

多形成 l5个小鳞茎。Rice等 在对 ‘风流寡妇’花茎的培养中先将外植体放到 20℃下培养 l4一l8 

周，然后用4~C处理8周，最后再移回到20~C下培养，通过这样的处理平均每块外植体能产生2O一25 

个小芽。而本试验中的花托和花茎外植体没有经过任何特殊的处理即在第 8周产生了小鳞茎，而且平 

均每块花茎外植体产生的小鳞茎也能达到20个。 

另外，前人在郁金香组织培养中多先诱导形成愈伤组织  ̈ ，然后再分化形成小芽，而本试验 

中所有的小鳞茎均从外植体上直接诱导产生，不但缩短了培养时间，还避免了因经过愈伤组织阶段而 

可能产生的变异，但郁金香小鳞茎再生后增殖快繁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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