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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水百合鳞片组织培养再生体系的建立 

李冰华，金晓玲，刘雪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境艺术设计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为了建立稳定的百合组织培养再生体系，选用香水百合鳞茎的鳞片作为外植体，对激素的种类和浓 

度 、鳞片在鳞茎中的部位等对小鳞茎诱导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激素的种类和浓度对鳞茎的诱导和生 

根有显著影响，诱导鳞茎和生根的最适培养基为 1／2MS+2．0 mg／L 2，4一D+0．5 mg／L NAA+0．5 mg／L KT。鳞 

片的部位对鳞茎和愈伤组织的诱导也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内部鳞片的分化能力大于中部和外部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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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水百合(Lillum spp．)是百合科百合属东方百 

合杂交系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花色艳丽，芳香 

宜人，叶片青翠娟秀，茎秆婷婷玉立，是盆栽和点缀 

花园、庭院的名贵花卉，也是世界各地广泛应用的切 

花材料。香水百合为杂交种，有性繁殖后代易出现 

性状分离，并且播种苗的生育周期较长，通常采用分 

鳞茎、分珠芽、扦插的无性繁殖方法进行繁殖，但种 

球易退化，繁殖系数也比较低。利用组织培养技术 

既可以达到快速繁殖的目的，又可以脱去病毒，还可 

以与基因工程相结合，为植物育种提供新方法。自 

1957年 Robb_l 首次发表 了百合的组织培养文章 

后，已经建立了40多种方法用于百合遗传转化受体 

系统_2 J。目前，百合的许多器官和组织都已通过组 

织培养方法诱导成苗，如鳞片、叶片、茎段、珠芽、花 

柱、子房、花丝等 J。其中，以鳞片为外植体的应用 

最为广泛，成功率也最高 。本试验通过对香水 

百合鳞片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建立稳定的快速繁 

殖体系，为百合的遗传转化和基因工程育种提供试 

验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用香水百合鳞茎由长沙市花卉市场购得。 

1．2 外植体的消毒 

从鳞茎上剥取内部清洁、完整的鳞片用流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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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2 h，在无菌条件下用 70％的酒精浸泡 30 s，蒸 

馏水冲洗 3次，然后用 0．1％升汞浸泡 8 rain，再用 

无菌水冲洗 8次。在超净工作台上把它们分别接种 

于不同的分化培养基上。 

1．3 不定芽的诱导、分化和增殖 

根据鳞片生长部位，分外、中、内层 3个部分剥 

离鳞片，均取其下部，凸面朝下分别接种于分化培养 

基上。将萌发的小鳞茎切下转入继代培养基，进行 

增殖培养。 

1．4 生根及移栽成苗 

将直径约 1 am的鳞茎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上，生 

根苗移栽到珍珠岩与草炭土 1：1混合的基质中。 

1．5 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均用 1／2MS固体培养基，分别附加 

不同浓度的激素。培养基内加蔗糖30 g／L，琼脂6．5 

g／L，pH值为5．8左右，培养温度(24-4-1)oC，光照 

强度 1 500 lx，光照时长为 14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源激素对百合鳞片离体培养不定芽分化和 

增殖的影响 

将鳞片接种在 1／2MS附加不同激素的培养基 

上，12 d后开始出现突起状小球体，球体逐渐膨大， 

15 d左右分化出芽，形成小鳞茎。由香水百合鳞片 

接种后 30 d内在各激素培养基上的生长状况可以 

看出(表 1)，在细胞分裂素 6一BA和 KT中，以 KT 

的效果较好，KT的质量浓度在 0．5～1．0 mg／L之间 

比较合适。在生长素2，4一D和 NAA中，以2，4一D 

的效果更为明显，2，4一D的质量浓度在 2．0～3．0 

mg／L之间比较合适。在 1／2MS+3．0 mg／L 2，4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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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g／L KT和 1／2MS+2．0 mg／L 2。4一D+0．5 

mr／LNAA+0．5 mr／L KT的培养基中，不定芽的分 

化率都达到了 100％，而且鳞茎的生长状况良好。 

因此，8号和1 1号培养基都比较适合香水百合鳞片 

的分化(图 1)。 

盈 囵  
A．8号培养基；B．1lY培养雉 

圈1 接种后3O d百合小鳞茎的诱导状况 

将分化出的小鳞茎从基部切下接种在相应的培 

养基中进行继代培养，继代周期为 30 d。在继代培 

养中部分小鳞茎底部边缘生长出愈伤组织，嫩绿色 

愈伤组织在生长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丛生小鳞茎，结 

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在不同的培养基中小鳞茎 

的增殖情况有较大差异。其中，在 8号和 11号培养 

基中，小鳞茎增殖的数量最多，远超过其他培养基中 

的鳞茎增殖数量，鳞茎可保持较高的增殖率和良好 

的生长状态。因此，8号和 11号也是比较适合香水 

百合鳞茎继代培养的培养基(图2)。 

A．8号培养丝；B 11号上}f养基 

圈2 酉合小鳞茎的增殖 

表 1 不同激素对百合小鳞茎分化、鳞茎和愈伤组织继代培养的影响 

2 4 D 6 BA NAA KT 黧 禚 ⋯一 骊芎 ．一 一 (个) (个) 芽数(个) 目z日系姒 

2．2 鳞片在鳞茎中的位置对百合鳞片离体培养小 

鳞茎诱导和分化的影响 

外层、中层和内层各部位的鳞片对小鳞茎诱导 

和分化有明显的影响。接种后 30 d时鳞茎内层鳞 

片均萌发出小鳞茎；中层鳞片有 58％诱导出了小鳞 

茎；而外层的鳞片有 62％污染，在未污染的鳞片中 

仅有 50％萌发，小鳞茎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内层 

鳞片。 

2．3 愈伤组织诱导 

试验过程中观察到，香水百合有两种分化途径， 

即直接分化成鳞茎和经过愈伤组织再分化成鳞茎。 

直接分化途径是在初代培养中直接从外植体鳞片上 

分化出圆球体，圆球体 15 d左右分化形成小鳞茎， 

期间不经愈伤组织阶段。将小鳞茎切下转接于相应 

的培养基中，小鳞茎可以再分化形成小鳞茎。 

由表 1还可以看出香水百合愈伤组织的生长状 

况。除1、6、9号培养基无愈伤组织长出外，其他培 

养基均诱导出愈伤组织，但各培养基诱导的愈伤组 

织的分化能力不同。8号和 11号培养基中愈伤组 

织量多且不断分化出小鳞茎 ，4号和5号培养基中 

愈伤组织很多但分化较少，小鳞茎生长也较慢，其余 

2、3、7、10号培养基中愈伤组织量均较少。 

试验还发现，愈伤组织在继代培养的过程中可 

以分化形成小鳞茎。继代时小鳞茎的分化与其自身 

大小有关，如果继代的小鳞茎直径小于 0．4 cm，在 

培养过程中就会在鳞茎底部生长出愈伤组织，愈伤 

组织再不断分化小鳞茎；如果继代的小鳞茎直径大 

于0．4 ClI1，鳞茎就会一直长大而不分化愈伤组织。 

2．4 生根培养 

试验过程中发现，在诱导香水百合鳞茎分化的 

培养基上可以诱导生根。组培过程中初代培养接种 

后 45 d内，4号、8号和 11号培养基中有小鳞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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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生根状况见表2，其余培养基中的小鳞茎均没有 

生根。在继代培养中小鳞茎在生长的同时也不断生 

根，新根也随着鳞茎的生长而生长。继代培养 30 d 

内直径超过0．6 cm的鳞茎生根率达 94％，平均每 

株发根数为4．0条(图 3)，故而不用再设计生根培 

养基。 

图3 小鳞茎的生根 

表2 不同培养基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2．5 移栽 

将直径大于 1 cm、根长超过 3 cm的生根苗从 

瓶中取出，洗净根部琼脂后直接移栽人以珍珠岩与 

草炭土 1：1混合的栽培基质中。移栽后的前期保 

持 80％ ～90％的空气湿度，4周后从温室转移到室 

外常温下栽植，成活率达93．3％(图4)。第一年需 

保护越冬，以后可按常规方法栽植，2年后直径大于 

4 cm的鳞茎开始开花。 

图4 小鳞茎移栽 

3 讨论 

香水百合鳞片组织培养过程中，从鳞片启动、愈 

伤组织增殖、继代培养到生根培养都可以用 1／2MS 

+2．0 mg／L 2．4一D +0．5 mg／L NAA +0．5 mg／L 

KT和 1／2MS+3．0 mg／L 2，4一D+1．0 mg／L KT 2 

种配方的培养基进行培养。在 1／2MS+2．0 mg／L 

2，4一D+0．5 mg／L NAA+0．5 mg／L KT培养基中 

起初 鳞 茎生 长速 度 不如 在 1／2MS+3．0 mg／L 

2，4一D+1．0 mg／L KT培养基中长得快，但接种 2 

周后前者的生长速度加快，并在接种 30 d之内赶上 

后者的生长量。考虑到经济因素，用 1／2MS+2．0 

mg／L 2，4一D+0．5 mg／L NAA+0．5 mg／L KT成本 

更低，更适用于工厂化生产。 

鳞茎的外、中、内层鳞片均能分化出小鳞茎，但 

内层鳞片的分化能力最强，而且分化最早 ，中层鳞片 

的分化能力次之，外层鳞片分化能力最弱，且分化时 

间较晚。这与唐东芹等l 和李宏宇等 在东方百 

合的组织培养 中及王刚等 在兰州百合的组织培 

养中得出的结论相反 ，与宋建英等-1叫在“马可”百合 

的组织培养中得出的结论，即鳞片的分化能力是内 

层 >外层 >中层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说明不同的百 

合品种鳞片在分化能力上存在差异。 

在上述 2种配方的培养基中，幼嫩的组织如嫩 

绿色愈伤组织和直径不超过 0．4 cm的小鳞茎的愈 

伤组织生长较快，并且持续保持分化小鳞茎的能力。 

直径达 0．4 cm以上的小鳞茎则只增高长大而基本 

上不再生长愈伤组织。这说明香水百合的分化途径 

与组织的幼嫩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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