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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叶片组织培养和快繁技术的研究 

许丽琼 ．涂炳坤 

f华中农业大学同 艺林学学 院．武汉 430070) 

摘 要：研 究 了香椿 叶片组 织培养 以及无菌苗的移栽技术。结果表明 ，MS+I．0mg．L—I BA+0．1 mg．L—I KT+ 

O．5 mg·L NAA培养基对香椿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的效果最佳，诱导率高达 100％．诱导时间最短 ．仅为 

6d；MS+I．5 mg·L- GA3+1．0 mg·L- BA+0．5 mg·L KT对香椿叶片分化 出来的幼 芽增殖效果最好 ，其增 

殖率高达 63％；1／2MS+I．5 mg·L IBA+30g蔗糖作为 生根培养基最佳 ，生根 率达到 了 89％。 

关键词：香椿；组织培养：培养基；诱导率 

中图分类号：$644．4：Q813．1 文献标识码：B 

Studies on Lea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Toona sinensis 

XU Li-qiong．TU Bing-ku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The leaf tissue culture and transplant techniques of Toona sinensis we're studied．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S 

culture medium with 1．0mg·L— BA．O．1mg·L一 KT and O．5mg·L一 NAA was the best for the inducing leaf callus of Toona 

sinensis．Th e leaf inducement rate was 100％ and the inducement time was six days．Th e MS culture medium with 1．5mg·L一 

GA3，1．0mg·L一 BA and O．5mg‘L～ KT was the best for the leaf multiplication，the leaf multiplication rate was approximately 

63％．The root growth culture medium with 1／2MS，1．5mg·L～ IBA，and 30g cane sugar was optimum，and the root growth 

rate was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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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 (Toona sinensis)是一种材菜兼用的速生 

树种，也是我国特有的木本蔬菜。植物组织培养作 

为现代生物技术的一部分 ．已广泛应用于物种改 

良、植物快繁、种子脱毒等科研和生产领域【卜51。近年 

来．国内对香椿的生物学特性 、栽培技术和设施栽 

培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6-”]．但对香椿外植体组织培 

养和快速繁殖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香椿快速繁殖 

过程中的3个关键是无菌外植体的获得、繁殖速度 

及生根移栽【 。我们以香椿叶片为材料，研究了香椿 

叶片组织培养过程中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再生、生 

根培养和炼苗移栽等关键问题，为香椿的生物技术 

改良和优良品系的快速繁殖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处理 

香椿叶片于 4月份采自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 

学学院山北教学基地。选用二年生孝感种源的红香 

椿，株高 1．5 in，株行距 15 cmx15 cm。叶片采回后先 

用流水冲洗 12 h．然后在超净台上用70％酒精处理 

30s，再按表 1方法对叶片进行消毒。消毒后均用无 

菌水冲洗4～5遍。对叶片进行消毒时，采用的是先 

消毒复叶后切下小叶、叶柄的方法．每瓶消毒 2～3 

个复叶。接种后．每周观察香椿叶片的形态变化，30 

d后 ，统计各消毒时间下的污染率、死亡率、成活率。 

死亡率=(整个叶片褐变但没有污染的叶片数目，总 

的叶片接种数)×1o0％ 

1．2 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 

以叶片为外植体，采用正交试验 (3 )。叶片切 

成0．5 cmx0．5 cm的方块。每皿接种4块，每处理 10 

皿，重复 3次。培养期间每周观察记录外植体的形 

态变化．30 d后统计愈伤组织诱导率。愈伤组织诱 

导天数为外植体接入培养基开始到边缘长出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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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香椿叶片的消毒方法 

可见的淡黄色愈伤组织为止。诱导率=(产生愈伤组 

织的外植体块数，接种的外植体块数)x100％。 

1．3 香椿叶片的继代增殖培养 

以GA 、BA、KT 3个因素进行正交试验 IJ9(3 )。 

无菌苗在 9种培养基上继代培养，每处理接种 20 

个，每瓶 2个，重复 3次。30 d后统计其增殖率I(分 

化出不定芽的芽数，接种的芽数)xlOO％1和f增殖倍 

数(每次继代培养中增殖后的芽数，接种芽数)。 

1．4 生根培养 

以大量元素、IBA、蔗糖为 3个因素进行正交试 

验 34)。选取2～3 cm长、长势好的无菌苗，接种在 

9种生根培养基上 ，每一处理接种 10瓶 ，每瓶接种 

3个，重复 2次。30d后，统计生根率。生根率=(不定 

根的苗数，总接种苗数)x100％。 

1．5 移栽 

选取生根培养基上至少长有 2～3条 2．0 cm 以 

上不定根的试管苗，移出培养室，在 自然光下。以不 

开盖炼苗 3～5 d，再打开瓶盖炼苗 2～3 d，然后移栽 

到灭菌基质上。基质分别为：河沙；土：沙(1：1)；土：珍 

珠岩(1：1)。30 d后统计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剂和消毒时间对叶片的影响 

表 2 不同消毒剂和消毒 时间对叶片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用 0．1％HgC1 对香椿叶片消 

毒 5min时效果最佳，叶片成活率为 85％。当消毒 

8min时，叶片的成活率下降到 21％。由于香椿叶片 

是比较幼嫩的组织，消毒时间对叶片死亡率的影响 

比对污染率的影响大，因此在选择适宜的消毒时间 

(5min)时，除了考虑成活率之外 ，要以低的死亡率 

为参考。故对香椿叶片最佳的消毒剂和消毒时间 

为：70％酒精、30s+0．I％HgClz+@温 80(2滴 )、5min。 

2．2 叶片愈伤组织诱导 

表 3表明，6号培养基 (MS+I．0 mg·L～BA+0．1 

mg·L～KT+0．5mg·L NAA)对愈伤组织诱导的效果 

最好 ，诱导率高达 100％，诱导时间最短(6d)。1号培 

养基(MS+0．1 mg·L BA+0．1 mg·L～KT+0．1 mg·L 

NAA)的愈伤组织诱导率最低，为 72％，且诱导时间 

也较长 (9d)。5号培养基 (MS+0．5 mg·L- BA+I．0 

mg·L～KT+0．5 mg·L NAA)虽然也能获得最高的 

诱导率(100％)，但与没有加 KT的对照培养基对比 

(MS+0．5 mg·L～BA+0．5 mg·L NAA)，其愈伤组织 

容易老化，呈黄褐色，不利于继代培养和分化培养。 

表 3 香椿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结果 

2．3 香椿叶片的继代增殖培养 

表 4表明，9号培养基(MS+I．5 mg·L～GA什1．0 

mg·L- BA+I．0 mg·L- KT)对香椿叶片分化出来的 

幼芽增殖效果最好，其增殖率高达 63％，增殖倍数 

为 3．6。2号培养基(MS+0．5 mg·L- GA +0．5 mg．L-l 

BA+0．5 mg·L KT)的效果最低 ，其增殖率仅为 

27％，增殖倍数为 2．1。6号培养基(MS+I．0 mg·L 

GA3+1．0 mg·L～BA+I．0 mg·L KT)虽然能获得很 

高的增殖倍数(3．1)，但其增殖率只有 45％。 

2．4 生根培养 

从香椿生根诱导率试验结果 (表 5)中可以看 

出，3号培养基 (1／2MS+I．5 mg·L IBA+30 g蔗糖) 

表 4 香椿叶片增殖培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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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椿的生根率效果最佳，达到 89％，主根数为 4．7 

根，根长为 6．9 cm。8号培养基(1．0mg·L IBA+15 g 

蔗糖)生根率在 9种培养基中最低，仅为21％．主根 

数为 1．9根，根长为 4．4 cm。 

表 5 香椿生根诱导率结果 

培养基附加成分 生根诱导 

培养基__=——=_— — 磊 — —至 。 
编号 大量元素 —

cm  

—

thin mg‘L ‘ g 承  ％ 

1 1，2 MS O．5 15 3．9 5．8 0．87 75 

2 1，2 MS 1．O 20 4I3 64 O．95 82 

3 1，2 MS 1．5 30 4．7 6．9 O．79 89 

4 1／4 MS 0．5 20 2．1 5．6 0．83 68 

5 1／4 MS 1．O 3O 1．7 6．2 O．74 74 

6 1／4 MS 1．5 15 1．8 5．1 OI86 62 

7 0 O．5 3O 1．6 4．2 O．76 32 

8 0 1．0 15 1．9 4．4 O．57 21 

9 O 1．5 2O 2．4 4．9 O．62 24 

2．5 生根苗移栽 

从表6中可以看出，河沙基质的移栽成活率最 

高，香椿无菌苗移栽成活率达到76．7％。比例为 1：l 

的土：珍珠岩和土：河沙基质移栽成活率较低，其中， 

土：河沙(1：1)基质移栽成活率为最低，无菌苗移栽 

成活率仅为 56．7％。 

表 6 基质对生根苗成活率的影响 

基质 移栽株数，株 成活株数，株 成活率，％ 

河沙 120 92 76．7 

土：河沙 (1：1) 120 68 56．7 

圭：竺 查!!：1 2 1 Q !兰 !： 

3 讨论 

褐化现象在植物组织培养中普遍存在，它与菌 

类污染一样是植物组织培养的一大难题。在试验过 

程中，所采的香椿叶片褐化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 

其与外植体组织中所含的酚类化合物多少和多酚 

氧化酶活性有直接关系【闭，而且在生长季节都含有 

较高的酚类物质；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消毒有关，因 

为幼嫩的材料容易受到化学消毒剂的伤害。而受伤 

害程度会直接影响褐化。如消毒后的嫩叶和叶柄有 

的接种第 2天即出现褐化 ，几天后死亡。为了减轻 

褐化。则应选用新生枝中部的叶片和叶柄。 

从试验中观察得知。NaCIO对叶片有一定的腐 

蚀作用 ，即使同样消毒 5 rain，叶片轻者失绿，重者 

只剩下叶脉，不利于以后愈伤组织的诱导。叶柄褐 

化率比较高 ，表现出比叶片敏感，这可能由于叶柄 

中含单宁成分较多所致。叶片污染主要是真菌污 

染 ，少有细菌污染。用 0．I％HgC1 对叶片进行消毒 

时，因为叶片比较幼嫩，加之含有酚类物质，当消毒 

时间超过 30s后，第2天叶片周围的培养基就变成 

褐色，即使转入新鲜的培养基也不见好转。这可能 

与 Hg2 的残留有关【l41，因此在接种前用无菌水冲洗 

7～8遍，可减轻此症状。 

另外，香椿试管苗的炼苗非常重要。香椿试管 

苗移栽前 。在 自然光下以不开盖炼苗 4～5 d，再打开 

瓶盖炼苗 3～5 d效果较好。移栽的适宜季节为 4月 

至 6月底 ，此时苗成活率高，生长迅速。移栽成活的 

关键因素是在炼苗基础上选择透气性、排水性良好 

的基质，在管理上注意保湿、控温，同时注意遮荫、 

透气。同时，香椿根系在移栽过程中，容易受到损 

伤，其损伤程度往往会影响香椿芽的萌发时间。因 

此，在移栽香椿苗木过程中，应尽量保持香椿根系 

的完整 ，减少过多根系的损伤，尤其是根系活动能 

力较强的侧根和须根部分。此外，在移栽过程中还 

应注意保持和提高地温。以促进新根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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