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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连翘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 

白雅鹃 ，章 林 ，陈建军 ，王晓娜。， 

谢 鹏 ，张大明 ，章 红 ，房立新 ，章 森。，李宏伟 

(1．双辽市郑家屯苗圃，吉林 四平 130000；2．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33；3．辉南县林 

业局，吉林 通化 135100；4．吉林省辉南森林经营局，吉林 通化 135100) 

摘要：本文对金叶连翘的组培快繁技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取外植体带有腋芽的茎条切段进行组织 

培养，以改良WPM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含量的6一BA和NAA进行分化诱导，可以获得丛生无根苗； 

以附加不同含量的 NAA和 IBA诱导生根，可以获得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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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ick—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Forsythia koreana‘SauonGold’was studied in the experiment．It shows 

that fasciculate reodess plants could be obtained under following conditions：Taking WPM as basal medium to make ti 

sslle culture for the twiglet(explants with axillary bud)，and 6一BA，NAA at proper doses should be added for indue— 

ing differentiation；and then bring the regrowths by adding NAA and IBA to induce root initiation．This technique ae— 

cords with industrial seedling in the rate of extende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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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连翘(Forsythia koreanna‘SauonGold’)是 

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木本花卉，属于樨科落叶 

灌木，丛生，枝开展且呈拱形下垂，花期 4 5月 

份，先花后叶。整个生长季叶色呈金黄色，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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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雅娟(1968一)，女，吉林双辽人，助工，主 

要从事种苗方面的工作 ． 

花同样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花期后，其茂盛的 

枝叶仍可供观赏。同时金叶连翘具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耐寒。耐干旱瘠薄和一定的耐荫性。金 

叶连翘对丰富城市绿化植物的种类及色彩有重 

要的作用。金叶连翘是国外引进树种，目前，在 

国内其种群数量还比较少。为了快速扩大其种 

群数量。解决园林绿地大量栽培需要，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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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起和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合作对其开 

展了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经 3 a多的努力。 

已在金叶连翘的组培快繁的配方筛选、工厂化 

生产技术及工艺方面取得了突破。 

1试验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从生长在温室 1 a生、生长健壮、无病植株 

上。选取木质化比较轻的茎条，用带有腋芽的茎 

条切段作为外植体。 

1．2研究方法 

1．2．1外植体的表面消毒 

采回的嫩茎条去叶，先整段用刷子沾适量 

洗衣粉或者洗洁净认真刷洗后。剪成几大段。 

然后在超静工作台上用 70％酒精浸泡 2O s。再 

在0．1％升汞溶液浸泡 l2—15 min，并不断搅 

动。用无菌水漂洗数次，最后分切为 1．0 cm带 

茎切段，用无菌滤纸吸干表面水分进行接种。 

1．2．2试验用的培养基及培养条件(激素含量 

为 mg·LI1) 

在初 代培养 阶段，选 取 MS、WPM、改 良 

WPM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含量的细胞分裂 

素 6一I3A、KT、2一ip及生长素 NAA。在继代与 

增殖培养阶段，选取改良WPM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不同含量 的细胞分裂素 6一BA、生长素 

NAA。在生根培养阶段，选取改良WPM为基本 

培养基，附加不同含量的生长素 NAA、IBA、 

IAAo 

上述培养基内均含有蔗糖 3％，pH值 5．8 

— 6．0。高压灭菌2O一25 min，培养室温度 22℃ 

一 25 cI=，光周期 16 hi8 h，光强 l 200 1 500 Lx， 

湿度 6o％ 70％。 

2结果与分析 

2．1初代培养阶段 

此阶段的目的就是诱导腋芽萌发，形成无 

菌苗。这里我们初选用 MS、WPM两种基本培 

养基作为参试培养基，并附加 6一BA3．00 nag· 

L。。。。它们的特点是 MS培养基是目前应用最 

广的，它的(如钾盐、铵盐、硝酸盐)含量均较高， 

微量元素也较齐全；而 WPM是专门为木本植 

物组织而设计的一种培养基，为中等无机盐含 

量培养基，其特点是硝酸盐含量较低，ca含量 

较高 。 

实验表明，不同的培养基对金叶连翘外植 

体的启动、褐变、分化反应明显不同，MS对金叶 

连翘组培不适合，其启动速度慢，褐变率高。分 

化率低，生长状况极其不好。培养一段时间后甚 

至有死亡植株。WPM较为适宜，外植体启动 

快，褐变率低，分化率高，但生长状况一般，丛生 

芽形成数量不 十分多，茎条也较细。我们对 

WPM进行一些改动(大量元素的 Ca、N、P、K及 

部分微量元素)，简称改良WPM，其启动、分化、 

生长状况都优于WPM。实验结果见表 l。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诱导外植体分化的影响 

培养基只能保证培养物的生存与最低的生 

理活动，只有配合适当的植物激素才能诱导外 

植体茎条的生长与分化。一般来说，植物的再 

生过程有三种方式：一是诱导形成大胚状体；二 

是诱导形成大量不定芽；三是诱导形成丛生 

芽 。 
一 】6 一  

对金叶连翘，我们采用第三种途径。此途 

径不会产生变异，能保持该品种的优良特性。 

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 ，我们选取不同含量 

的细胞分裂素 6一BA与生长索 NAA来诱导分 

化。由表 2可知，能否诱导腋芽，细胞分裂素起 

到关键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一定含量的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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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素能有效解除顶端优势，使腋芽不断分化与 

生长。这里6一BA和 KT能很好地诱导腋芽分 

化，其中6一BA的诱导分化速率最快，而 2一ip 

诱导分化效果最差。同时由表 2可知，附加 

NAA的组合，能加快诱导分化速率，改善茎条 

质量，使茎条长高，变得粗壮。 

表 2 不同含量的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对诱导分化的影响 

2．2继代与增殖阶段 

此阶段的目的是在短期内获得大量适合生 

根的嫩茎条。将上一阶段诱导培养的丛生芽切 

成几个小部分转接到继代与增殖培养基中。实 

验表明，最初转入增殖时，嫩茎条增加的倍数比 

较低，但经过多次继代以后。倍增加大，丛壮苗 

明显增加。而不同含量的细胞分裂素 6一BA 

与生长素NAA对继代增殖影响效果是不同的， 

其实验结果见表3。 

表 3 不同含量的细胞分裂素 6一BA与生长素 NAA对继代增殖的影响 

激素水平组合 

(mg·L ) 

每块中间繁殖体可诱导 生长状况 

圣-J-t-求A~．锹se．t．,Ⅲtm Lt，rA ＼， 

一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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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每块中间繁殖体诱导茎条数 

量随着6一BA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当6一 

BA高到5．00 rrIg·L 水平时会导致茎条的质量 

下降，表现为茎条细弱，伴有玻璃化苗现象，茎 

高在 1 5 cm以上的，即适合生根的茎条减少， 

在其含量 8．00 mg·LI1时下降的最为明显。同 

时可知，与 6一BA配合使用的 NAA，其含量在 

0，0l一0．05 nag·L 时，诱导茎条数量并没有增 

加，但茎高 1 5 cm以上的茎条却有所增加，而 

当其含量达到0．10 nag·L 时会使诱导茎条数 

量下降。 

2．3生根培养阶段 

2 3．1不同含量的生长素对试管苗生根率的影 

响 

将继代增殖形成的2—3 cm的嫩茎条切下 

后转入生根培养基中，培养5—15 d让其生根， 

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用 NAA、IBA和 IAA分别 

诱导生根，NAA和 IBA诱导生根。其生根率很 

相近，都达到了90．0％以上，而 LAA诱导生根， 

生根率只有 60．0％一70．0％，明显低于前=者。 

从表 3还可以看出，NAA、IBA诱导其生根时， 

生根率并没有随含量的提高而提高，NAA随含 

量的提高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当含量为0．05 mg 

· L 时。生根率由含量为0．03 mg·L。’时93．5％ 

降到92．3％，而 IBA随含量的提高其生根率始 

终稳定在 96．0％一97．0％之间，说明 IBA的含 

量在一定范围内对生根率没有明显影响。这个 

试验结果和李青等研究结果类似。 

衰 4不同含量的生长素对生根率的影响 

2．3．2不同种类的生长素对根的形态及根长的 

影响 

附加不同种类的生长索，在相同的培养时 

间的条件下，诱导生根的情况各不相同，见表 

5。 

袭5 不同生长素对根的形态殛根长的影响 

NNA诱导生根，最高达到9．0个，但是诱导 

根平均根长最短，为0．6 cm；而 IBA诱导时平均 

每株生根数为5．7个，平均根长为5．6 cm)IAA 

诱导生根的数量明显比前二者少，只有 2．3个， 

根长比IBA的略高，为5．8 cm。 

从根的形态和发生方式上看，NAA诱导生 

一

l8 一  

根，在植株基部形成愈伤组织，继而产生星放射 

状排列的短粗型根。这样的不定根在移苗时， 

根易脱落，成活率极低b]。而由NAA和 IAA诱 

导生根，植株基部不形成愈伤组织，根直接由植 

株基部生出，所诱导的根为细长型，并具有侧 

根，在移苗时，根不易脱落，成活率高。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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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和IBA对生根的作用，我们将它们组合， 

选取二者最适宜的含量共同诱导生根，结果平 

均每株生根数为 6．9个，根长为1．7 cm，根较粗 

壮，有侧根，较少产生愈伤组织。 

3结论 

3．1在初代培养阶段，以改良WPM作为基本培 

养基，以6一BA1．00 mg·L～+NAA0．05 mg‘L 

组合最适合金叶连翘外植体诱导分化。 

3．2在继代与增殖培养阶段，以改良WPM作为 

基本培养基，以 6一BA3．00 rag·L +NAA0．05 

mg·L 组合效果最为理想。 

3．3在生根培养阶段，以 NAA0．01 mg·L + 

IBA0．05 mg·L 组合生根效果最好。 

3．4利用细胞分裂素可以促进腋芽的快速形 

成，从而使嫩茎获得增殖，这是快繁的一个重要 

：拿 

途径。该途径速率较快，繁殖系数较高，遗传性 

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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