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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组织培养初报 

刘 伟 ，和兆荣 ，周厚高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明 650091；z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225) 

摘 要：为了加快金银花产业的发展，提高金银花的繁殖系数，避免生态环境被破坏。以野生金银花带 

芽茎段为外植体．采用不同激素及浓度配比成多种培养基，成功诱导出腋芽，筛选出诱导腋芽培养基 

MS+BA0．1mg／L+NAAO．1mg／L．壮苗的最佳激素组合为 BA0．05+NAA0．1mg／L，其中 6-BA在芽的产生 

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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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lllture of Honeysu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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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honeysuckle industry，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neysuckle 

young seedling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lateral bud of honeysuckle was developed．PLB 

was obtained through culture of stem with bud of wild honeysuckle on MS with BA0．1ms／L and 

NAA0．1ms／L． I11e best combination of hormone for proliferation of honeysuckle was MS tll BAO．05mg／L 

and NAA0．Img／L．6-BA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lateral bud formation and di rentiation． 

Key words：Honeysuckle，Lateral bud，Tissue culture 

金银花(Lonicerajaponica Thunb．)又叫双花、过冬 

藤，是忍冬科攀援灌木，幼枝密生柔毛和腺毛，野生种 

分布广泛，常见生于路旁、山坡灌丛或疏林中【n。金银 

花是一种珍贵的观赏植物，花清香而引人，可作盆景， 

又是是垂直绿化极好的材料【z】；同时金银花是一种重 

要的中药，含有绿原酸、异绿原酸、黄酮化合物、芳樟 

醇、花醇等化合物，其中绿原酸和异绿原酸为主要有 

效成分[31，这些成分有抑菌、解热、抗炎、抗生育、增强 

人体免疫等多种功能[41。另外，金银花中的水溶性化 

合物三萜皂甙和绿原酸四乙酸化物具有保肝利胆的 

功效嘲。金银花集观赏药用于一身经济价值高，正逐 

渐被人类所重视。但野生种繁殖速度慢，难以获得大 

量栽培种苗，从野外取材则容易破坏生物资源及生态 

环境。金银花的繁殖方式很多[o3，而组织培养不仅具 

有繁殖速度快、培育出来的苗不易变异等特点，还能 

在避免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前提下快速 

得到再生植株，不失为一种解决金银花栽培种苗的好 

方法。虽然国内外有一些关于金银花组织培养的报 

道[7-H]，但是比较少，而且品种不同，地域性较强。因 

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培养的研究，以期提高其繁 

殖系数，满足生产的需要。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实验在湖南吉首大学生物系组培实验室进行，以 

2001年3月采自湖南武陵山区海拔 204m的吉首市 

郊区的野生金银花为材料。 

1．2无茵材料的获得 

于野外采取生长旺盛的壮苗当年生幼茎。置于清 

水中，用毛刷小心清刷表面灰尘和泥土，再用清水加少 

量吐温清洗，用剪刀剪去叶片，将幼茎剪成4~5cm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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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段，每段带1-2个腋芽。用酒精棉球擦洗表面，放于 

超净工作台上的烧杯中，加入 0．I％HgC12溶液灭菌 

8rain，再用无菌水漂洗 3～5次，切取 8,--15ram长、带一 

个芽的茎段，接种至诱导培养基上。 

1．3培养基及激素组合 

以MS为基本培养基，用BA、IBA、NAA、GA3、 

2,4-D 5种激素的不同组合配制成各种不同的培养基 

(表 1—4)。 

表 1不同激素不同浓度的实验组合 

1．4培养条件 

光照强度 12001x，光照时间10,~12h／d，温度25℃， 

pH5．8。 

2结果与讨论 

2．1观察结果 

由于MS培养基营养物质全面，使用普遍而且效 

果较好，所以实验以MS为基本培养基，通过多因素 

实验，得到如下结果(表 5)。 

将原材料接种于诱导培养基后，约6~7d可见腋 

芽开始萌发，到第9天，10号和 12号材料同时长出 

芽。第9天以后，12号培养基上的腋芽，生长速度逐 

渐加快，并且芽较健壮。当诱导出来的芽长至 1-2cm 

表 5不同激素组合对腋芽诱导的影响 

长时转移到继代、增殖培养基上，得到结果见表6。接 

种后一个星期观察，其中 L。培养基上的芽明显长 

粗，叶片扩大，其余3种培养基上的芽变化不明显。 

2．2分析与讨论 

2．2．1细胞分裂素对腋芽诱导的影响 从表 5中可以 

看出，就某一种激素来说，由于单细胞分裂素培养基 

上的出芽率高达 75％而单生长素的培养基出芽率只 

有 8．3％，所以浓度为O．1mg／L的细胞分裂素6-BA在 

腋芽的诱导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而各浓度的生长素 

NAA的诱导效果均不好。对照表 5和表 6，在表5 

中，BA为0．1mg／L时培养基上的芽萌发量最大，在表 

6中由于NAA浓度相同，而BA浓度不同。结果显示 

BA为0．05mg／L时生长量最大。由此可判断：低浓度 

BA有利于腋芽的生长。在表 5中10号培养基的出 

芽率也有 50％，而 BA的浓度为2mg／L，而同BA浓 

度的其它培养基上结果不明显，相对于NAA较高的 

培养基来说，当BA浓度在不超出一定范围时，NAA 

浓度越低越有利于芽的诱导。比较 1O和 12号可知有 

利于诱导芽的BA浓度应该低一点好，BA浓度过高 

或没有BA则达不到理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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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其它激素对腋芽诱导的影响 由于 NAA不是 

理想的诱导芽的激素，当NAA与 GA3组合成诱导培 

养基时未见萌芽，可见 GA。对芽的诱导作用不明显。 

同样 IBA对芽的诱导作用也不明显。从 BA与 2，4-D 

组合的培养基来看，BA浓度不算特别高，但是结果 

并不理想，所以外源生长素2,4．D的诱导效果还不如 

NAA好。 

2．2．3激素组合对腋芽诱导的影响 诱导腋芽时，激素 

组合BA0．1mg／L+NAA0．1mg／L的出芽率高、生长出 

来的芽健壮、抽叶能力强，出芽以后芽生长快，所以是 

诱导金银花腋芽的最佳激素组合。其次为 lO号培养 

基、出芽率为 5O％，萌发所需时间与 l2号差不多，但 

后来的生长趋势没有12号好。对比lO号和 12号：12 

号中的BA浓度低而NAA浓度比lO号中的高，由于 

细胞分裂素对芽的诱导起决定作用，且BA浓度低有 

利于芽的诱导，所以，只就BA这一因子来说，lO号 

的出芽率应该很低，但是由于NAA的浓度低，所以 

出芽率较高。由此表示：低浓度的BA+低浓度的 

NAA激素组合是诱导芽的最佳组合。在金银花的叶 

芽诱导过程中，其它组合的诱导未见成效，不是理想 

的金银花诱导培养基。 

3结束语 

实验得 出诱导芽的最佳激 素组合是 BAO． 

1mg／L+NAA0．Img／L，但出芽率不是很理想，而且在继 

代增殖时未得到理想的继代培养基，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在实验过程中，由于材料体表有绒毛和腺毛，因 

此，消毒这一关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再生植株的获得 

量。实验得出：在同等条件下接种于试管中的材料较 

接种于锥形瓶中的出芽高。原因是试管壁长、腔小，不 

容易被细菌感染，但是有容量小的缺点。由于具有较 

高的观赏及药用价值，金银花已受到人们关注，成为 

忍冬科资源植物中的重点开发对象，有关不同激素及 

激素组合对其腋芽诱导及其继代增殖的影响和生根 

培养基的确定、组培苗的成功移栽等都是值得进一步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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