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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缘连翘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 

李 林 蔓，周 广 柱，汪 海 岩，胡 忠 伟，齐 冬 博，于 佳 

(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110161) 

摘 要：研究以金缘连翘茎段为外植体，探索金缘连翘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技术体系。通过 

对金缘连翘进行初代培养、继代增殖培养、生根培养和移栽，金缘连翘外植体不同取材部位(如带 

腋芽的茎段，芽)及不同激素种类、浓度对芽诱导及增殖的影响，培养基不同配方的影响的研究， 

筛选出金缘连翘的最佳组织培养培养基配方。金缘连翘初代培养最佳培养基配方 MS+BA3． 

0m~／L+NAA0．08mg／L+IBA0．08m~／L,愈伤组织增殖最佳培养基配方 MS +BA2．0 re_g／L+ 

IBA0．08m~／L+NAA0．08re_g／L；生根最佳培养基配方 MS +IBA0．04mg／L+NAA0．04mg／L+ 

BA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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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为木犀科连翘属落叶灌木，枝髓部中空或呈薄 

片状。叶对生，单叶或少有羽状 3出复叶，有锯齿或全 

缘，花 1～3朵生于叶腋，先叶开放；萼4深裂；花冠黄色， 

深 4裂，裂片长于钟状筒部。段祖安 ，李师翁 引，张红 

梅等[3 分别以金脉连翘、叶子花、花叶连翘为材料研究 

了外植体不同取材部位对芽诱导及增殖的影响。结果 

表明，采用嫩茎的中部茎段作外植体诱导率高，分化增 

殖系数大。李会 脚，苗青等嘲以贯叶连翘、黄栌为材 

料探索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技术体系，分别得出了组织 

培养各环节的技术要点。李浚明[7 在植物组织培养教 

程中总结到木本植物的组织培养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是 

组培中的一个难题。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金缘连翘植株采自大连，经沈阳农业大学植物园露 

地栽植及冬季温室栽植，生长良好。用于该金缘连翘组 

织培养试验的实验试材就采自于这些金缘连翘植株，外 

植体取带腋芽的嫩茎茎段和饱满的嫩芽，嫩茎包括嫩茎 

基部、嫩茎中部和嫩茎梢部。 

1．2 培养条件 

试验培养条件为：室温25℃±1℃，光照时间llh，光 

强 2 000~2 5o0Lx。 

2 试验方法 

2．1 初代培养 

初代培养是观赏植物组织培养快速繁殖过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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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是决定组织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其目的是建立 

无菌材料，并使外植体发育起来。 

试验首先选取金缘连翘的带节茎切段作外植体，选 

择最适的组织培养条件。 

2．1．1 外植体处理 半木质化茎除去叶，留一小段叶 

柄，切割成 0．8~lcm后，用洗洁精浸泡 30min，然后用自 

来水冲洗 120min，将茎段置于75 酒精中浸没30s，再用 

0．1 升汞溶液浸泡 5~9min五个梯度，无菌水冲洗 5～ 

6次后，置于无菌滤纸上，吸干表面水分。以金缘连翘为 

外植体，消毒方法如表 1，升汞的处理时间设 5个梯度， 

5min，6min，7min，8min，9min，15d统计污染数，污染 

率，死亡数，死亡率，成活率。 

表 1 金缘连翘外植体消毒处理梯度 

2．1．2 无菌材料的建立 试验 MS 培养基为8种不同 

浓度的BA、NAA、IBA的比例的配方(见表 2)，糖 3O 

L，琼脂7 L，筛选最佳初代培养基配方，建立无菌苗，每 

瓶接种一个外植体。在第 20d对侧芽作观察记载并进 

行统计。 

2．2 继代增殖培养 

在初代培养基础上，获得的芽、苗数量有限，不能充分 

发挥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优势，需经继代繁殖以获取大量 

增殖材料。继代培养外植体为初代培养所得的茎段。 

继代增殖培养主要是愈伤组织途径的增殖培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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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代培养获得的无菌且带腋芽的茎段和芽转接到分化 

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培养。继代增殖约4～5周1次。 

表 2 BA NAA mA不同浓度的MS基本培养基配方 

将经初代培养获得的无菌带腋芽的茎段和芽转接 

到 8种不同浓度比例的BA、NAA、IBA的MS培养基配 

方(见表2)上，进行增殖培养。在第 20d对愈伤组织作 

观察记载并进行统计。选择最佳增殖培养基配方。 

2．3 生根培养 

将丛生苗分成单株，切成 1．5～2．0cm长的小苗接 

到8种不同浓度的BA、NAA、IBA的比例的MS培养基 

配方(见表 2)上，10d后，小苗基部出现白色根突，随后逐 

渐伸长，小苗变壮，叶长大，叶片的彩色逐渐明显，20d左 

右即可开记录数据，统计每瓶生根数、根长、生根率等。 

2．4 移栽 

将试管苗放在自然光下练苗 1周左右进行移栽，统 

计移栽成活率。 

3 结果与分析 

3．1 初代培养 

3．1．1 不同消毒处理对外植体的影响 外植体材料接 

种培养后，在第 15d对材料作观察记载并进行统计分 

析。统计结果见表4和表5。 

表 3 不同外植体部位与不同消毒处理时间对 

金缘连翘的影响 

从表3、表4可以看出，随着 0．1 升汞处理时间的 

增长，金缘连翘外植体茎段的饱满嫩芽、茎段梢部、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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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和茎段基部的污染率都呈下降趋势，同时死亡率稍 

有升高，成活率降低。因此，升汞处理时间对污染率、死 

亡率和成活率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升汞不仅可以杀死 

菌类微生物，而且对活的生物细胞具有毒害作用，处理 

时间越长，升汞在外植体内积累就越多，毒害作用也就 

越大，导致死亡。因此，从试验结果分析来看，用 0．1 

升汞处理金缘连翘茎段选用7rain比较适宜。 

表 4 不同消毒处理时间对金缘连翘外植体的影响 

3．I．2 选择初代培养最佳培养基配方 经过 65d的初 

代培 养，初代 培 养最 佳 培养 基 配方 为Ⅷ：MS+ 

BA3．Omg／L+NAA0．08rag／L+IBA0．08mg／L。观察并 

记录试验数据，整理后见表 5。 

表 5 培养基配方Ⅷ对外植体的影响 

3．2 继代增殖培养 

经过65d的初代培养，将部分植株转接到8种配方 

培养基上(见表 2)，继代增殖培养最佳培养配方为V： 

MS+BA2．0mg／L+IBA0．08mg／L+NAA0．08mg／L。 

经20d的培养，观察并记录试验数据，整理后见表 6。由 

表 6可以得出金缘连翘愈伤组织途径增殖平均增殖倍 

数为21．8。 

3．3 生根培养 

把经过继代增殖培养的幼苗转接到 8种配方培养 

基上(见表 2)，20d时就有第一批根长出，随后根的数量 

进一步增多，根逐渐伸长，生根培养基最佳培养配方为 

lV：MS+IBA0．04rag／L+NAA0．04rag／L+BA2．0mg／L。 

到30d左右统计生根培养基处理的生根率，结果见表7。 

从表 7可以看出生根培养总株数为 20株，生根株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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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株，平均根长为3～4．9cm之间，长势大多较好。根据 

生根率=(生根苗数／培养苗数)×100 ，由以上数据可 

以算出本实验生根率为8O 。 

表6 培养基配方V对外植体的影响 

3．4 练苗移栽结果与分析 

试管内生根获得的幼苗一直在无菌环境下生长，需 

经过练苗驯化才能适应 自然环境条件。当试管苗长至 

5crn左右，将试管苗放在自然光下练苗 1周左右，再打开 

瓶盖练苗 3～4d。取出试管苗，洗去根部培养基，用 

0．1 的多菌灵浸泡 3～5 min，移栽到湿润的砂盘中，移 

栽后 10d内，注意空气湿度的保持，坚持每天喷水，并用 

塑料薄膜罩住；且要防止太阳直照。30d后观测，成活率 

可达 9O 以上。 

4 结论 

根据上述试验结果与分析，对金缘连翘组织培养得 

出以下结论：用0．1 升汞处理金缘连翘茎段选用 7rain 

比较适宜。金缘连翘初代培养最佳培养基配方 MS+ 

BA3．0mg／L+ NAA0．08mg／L+IBA0．08m~,／L。愈伤 

组织增殖最佳培养基配方 MS+＆ ．0mg／L+IBA 

0．08mg／L+NAA0．08mg／L。生根阶段的最佳培养基配 

方 MS+mA0．04mg／L+ NAA0．04rag／L+BA2．0mg／L，生 

根率可达80％以上，且生根根数多。练苗移栽以砂土为 

好，移栽成活率可达9O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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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issue Culture of Forsythia Jinyuan 

LI Lkrman，ZHOU Guang-zhu，WANG Hai-yan，HU Zhong-wei，QI Dong-bo，YU Jia 

(Institute of Forestry Shen4gya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IJaoning 110161) 

Abstract：This study takes Forsythia Jinyuan stems as plaming outside body to explore Forsythia Jinyuan rapid propaga— 

tion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system．Through early—generation training，following generation multiplication training ， 

training to take root and actually，Forsythia Jinyuan，planting different body parts taken(such as belt axillary bud the 

stems ，buds)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hormones，the concentration camp lure and multiplier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a 

redpes impact studies，to select Forsythia Jinyuan’S best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The results showed：optimal medium 

for Forsythia Jinyuan Stubbs stem elongation MS+BA3．0rag／L+NAA0．08rag／L+IBA0．08mg／L~best medium  f0r in- 

juries organizations multiplication MS+BA2．0rag／L+IBA0．08rag／L+NAA0．08rag／L；The optimal media for root for— 

ma rion MS+IBA0．04rag／L+NAA0．04rag／L+BA2．0mg／L 

Key words：Forsythia Jinyuan；Tissue culture；Outside plant hardwar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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