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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田英翠 ，袁雄强2 (1．中南林学院。湖南长沙4loo04；2．湖南省长沙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o3) 

摘要 以郁金香的鳞片、茎段和茎尖为外植体进行了组培快繁技术研究，筛选出最佳培养基。诱导鳞片产生丛芽：MS+0．4—1．0ms／L 
BA+0．4ms／LNAA；诱导茎尖产生丛芽：MS+2mg／LBA+0．1 ms／LNAA；诱导茎段产生丛芽：MS+I．0ms／LBA+0．2ms／LNAA；丛芽增殖培 

养：MS+0．4mg／LBA+0．2ms／LNAA和MS+0．4ms／LBA+0．2mg／LIAA；茎类丛芽生根诱导培养：1／2MS+0．4ms／LKT和0．1-1．0mg／L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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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chniques of Rapid Propagation by Tissue Culture of ru／／pa c坩 

TIAN Ying-cui et al (Central South Forestry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04) 

Abstract The clone propagation of TuZipa C1．)8 iS developed through culture of scales and stems in vitro．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media 

for various stages were as follows：inducation medium of shoots iS MS+0．4一1．0 mg／L BA+0．4 mg／L NAA，MS+2 mg／L BA+0．1 mg／L NAA and 

MS+1．0 mg／L BA+0．2 mg／L NAA；proliferation medium is MS+0．4 mg／L BA+0．2 ms／L NAA and MS+0．4 ms／L BA+0．2 ms／L IAA．；Induction of 

roots iS better in medium of l／2 MS+0．4 m L KT+0．1一1．0 m L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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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又称洋荷花、草麝香，原产伊朗和土耳其高山地 

带ll_，为百合科多年生球根草本花卉。郁金香通常采用播种 

或分球繁殖，但由于播种繁殖速度慢，分球繁殖系数低、病 

毒病严重(尤其是花叶病毒和碎色病毒影响)等问题I2．31，导 

致市场郁金香供不应求，且种球退化，植株矮化，花色变淡。 

花冠变小，从而影响其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该研究试图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解决以上问题，这不但在短期内能获得大 

量种苗，还可以通过茎尖脱毒技术获得品质优良的脱毒苗。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郁金香由长沙市鸿飞花卉公司提供。 

1．2 方法 将郁金香的鳞片和茎段分离，挑选无病斑的材 

料，用浓度 10ml／L洗洁精洗涤并用自来水反复清洗后，流 

水冲洗 2 h，用浓度 75％乙醇消毒 30 rain，用浓度 0．1％升 

汞溶液消毒1O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将消毒过的 

鳞片横切成上、中、下 3部分，约(O．8x0．8)cm 方块，茎段切 

成长约 1 cm小段。并将 0．8 1 mm茎尖分离出，接种于 MS 

附加不同种类和浓度激素的培养基中进行初代培养I61。 

1．3 培养条件 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培养基的DH 

值5．6～5．8，琼脂0．8％ 0．9％，光照强度2 000 lx，光照时间 

12 h／d，培养温度(24~2)℃。每组 7～10个处理 。 

2 结果及讨论 

2．1 鳞茎培养 

2．1．1 不同部位鳞片芽诱导率比较。将每个鳞片分切成上、 

中、下 3段．接种于培养基(表 1)。10 d后鳞片开始变绿，20 

d后鳞片凹面出现白色突起，30 d后突起形成小芽或根。小 

芽长大后形成鳞茎，部分小芽基部有白根长出，并具有丰富 

的根毛。 

试验结果表明，鳞片产生芽的能力从强到弱的顺序为： 

鳞片基部为90％，中部 30％，上部 0。因此，鳞片基部近底 

盘处是初代进行芽诱导培养的最好外植体。 

2．1．2 不同激素组合对鳞片芽诱导率的影响。鳞片接种4O 

d后统计试验结果表明(表 1)，BA浓度在O．4～1．0 mg／L，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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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不同激素组合对鳞片芽诱导率的影响 

浓度与此相对应在 0．1～2．0 mgCL，对鳞片的芽诱导效果较 

好，诱导率为6O％～7O％，平均每个外植体上可诱导出5个 

以上的小芽；BA浓度低于 0．4 mgCL或高于 1．5 mg／L时，芽 

诱导率不高，且每个外植体上新生芽数少。因此，3～8号培 

养基是较好的初代培养基；其中6号培养基最理想，不但诱 

导率高，而且平均每个外植体的新增芽数多。诱导产生的小 

芽数也多，为 12．0个。 

2．1．3 不同激素组合对芽增殖的影响。将在初代培养基中 

诱导的3．0～4．0 cm小芽分别移入表2所列的培养基中，24 d 

后芽的基部出现新生小芽，逐渐形成芽丛，72 d后统计试验 

结果(表 2)。 

裹 2 不同激素组合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初代培养试验可知，BA浓度过高将抑制芽的正常生 

长，因此，在继代培养中，选择了较低的浓度配比。表2表明， 

在相同浓度的条件下 IAA比NAA更利于芽的增殖，较高浓 

度的NAA利于根的生长，但并不利于芽的增殖。由此可知，1 

和2号培养基是较好的丛芽增殖培养基。 

2．1．4 不同激素组合对芽丛生根率的影响。将增殖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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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型休闲广场入口绿化 图2 小型休闲广场内部植物殛休息设施 

体进行修剪，但不必修剪成拟人拟物的造型，如：修剪成动 空旷场地——让人有莫名的不自在感的空地。 

物、花篮等。这既破坏了植物的生理生态，又花费大量人力。 参考文献 

(3)广场越小，就越应该选择羽状叶、半开敞的树木，这 1朱L元，金涛_f成市道路‘广场植物造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样使用者能够穿过他们看到广场的不同部分。这类树木还 2 尔003
，

库,8．
珀，马库斯卡罗琳，等．人性场昕— -f成市开放空间设计 

可减弱高层建筑产生的强风闭。 导则 1北京：中国建筑丁业出版社，2001．10． 

(4)关于小型休闲广场植物造景的几点建议：①多一些 3 俞孔坚 李 华．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M】．北京：中国建筑 

“绿色”——植物，少一些“白色”——单调的铺装；②多一 4 夏t．建~JL统fT] 美围现代园林艺术[M1屁明
：云南大学出版 

些功能设施——座椅，少一些美学作品——让人无法理解 社，2001． 

的雕塑；③多一些个性空间——私密度不同的场所，少一些 5熊健，刘勤撤 人众休闲空问初操Ⅲ新建筑，1996，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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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7页) 于莘尖的分化诱导及丛芽的形成。将茎尖产生的丛芽分离， 

中已经长至5 cin以上的丛芽切离成单芽后移入表 3所列 分别移入表 2的 1～2号培养基 (MS+0．4 mg／L BA+0．2 mg／L 

的培养基中，24 d后观察记录小芽的生根情况，72 d后统计 NAA和 MS+0．4 mg／L BA+0．2 mg／L IAA)中，增殖效果理想。 

新增小芽平均数(表 3)。 将增殖培养基中已长至 5 cm以上的丛芽切离后移入 

表3 不同激素组合对芽丛生根率的影响 表 3的 1～2号培养基 (MS+0．4 mg／L KT+0．1 mg／L NAA和 

试验结果表明，l～6号培养基均对根有较好的诱导率 

(100％)；其中以 1～4号培养基生根效果最好，其生根平均 

数达到 8～l0条。尤其是 1号和2号培养基，在生根培养的 

同时，生根苗基部可新增出带根的小鳞茎，平均芽数达3_3， 

可一次性成苗，培养步骤简化，培养成本降低。 

2．2 不同激素组合对茎尖分化的影晌 茎尖是进行脱毒 

的最佳首选材料。在解剖镜下分离出带2个叶原基的茎尖， 

接种于表 1所列的培养基中，每瓶一个茎尖，8周后统计结 

果。试验结果表明，仅在 MS+2．0 mg／L BA+0．1 mg／L NAA培 

养基上的茎尖有丛芽形成，诱导率 100％，芽丛平均数 8．5 

个。1～4号培养基上的茎尖存活 5周后死亡，5～8号培养基 

上的茎尖只有膨大无分化。可见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利 

MS+0．4 MG／L KT+1．0 mg／L NAA)中，生根效果同样好。 

2．3 不同激素组合对茎段芽诱导率的影响 将切成 1 cm 

的带芽茎段接种于表 1所列的培养基中，仅在 MS+I．0 mg／L 

BA+0．2 mg／L NAA培养基上的茎段芽诱导成功，其他培养 

基中的苇段褐化严重。8周后统计试验结果：芽诱导率为 

68％，每个茎段可诱导出5个以上的芽；诱导出的芽在 MS+ 

0．4 mg／L BA+0．2 mg／L IAA培养基中增殖后，分离并移入培 

养基 MS+0．4 m L KT+0．1 mg／L NAA币口MS+O．4 mg／L KT+I．0 

111g／L NAA中进行生根，其结果同茎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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