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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杜鹃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王 吉 ，张守琪 ，张志勇 ，胡相伟 ，李 毅 ，何芳兰 
(1．甘肃省兰州市林木种苗繁育中心，甘肃 兰州 730085；2．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以高山杜鹃茎尖和茎段为外植体进行了诱导和植株再生实验，结果表明：茎尖外植体诱导无菌芽效果 
较好，相对较优的芽诱导培养基为 R+ZT 2．oo mg／L+NAA o．05 mg／L，继代增殖培养基为R+ZT 2．00 mg／L+ 

GA3 1．OO mg／L+1AA 0．5 mg／L，壮苗生根培养基为 R+NAA 2．00 mg／L+AC(~@,li炭)5 g／I ，移栽成活率在 

75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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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pid Propagation of尺 D D 咒 ，．D咒 delavayi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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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stem apexes of RhododendYon delavayi were used as explants。and the experiment of inducing the plant 

regeneration was carried out．The proliferation of clump sprouts and the text—tube plantlet rooting chose that best medium for 

explants induction was R+ZT 2．OO mg／L+NAA 0．05 mg／L，the best proliferation of clump sprouts was R+ZT 2．OO mg／ 

L+GA 31．00 mg／L+IAA 0．50 mg／L，and the best medium for the plantlet rooting was R+NAA 2．OO mg／L+AC(activated 

charcoa1)5 g／L，the transplant survival percent more than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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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山杜 鹃(Rhododendron delavayi)又名红 山 

茶、马缨花等，为杜鹃花科杜鹃属的一种常绿灌木， 

其以有硕大的花序、鲜艳的色彩、优美的花姿而深受 

人们的喜爱。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高山杜鹃基本 

全是从比利时进口，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种苗市场紧 

俏，加之我国至今尚未形成高山杜鹃的规模化商品 

生产，种苗的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针对国内高山 

杜鹃种苗奇缺、扦插成活率低而不适应优良品种快 

速繁育的现状[1叫]，我们应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 

高山杜鹃的快速繁殖技术研究，以期为优良品种的 

引进和推广以及工厂化育苗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从比利时进口的当年生高山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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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4年沈单 16母本 K ：的物候期记载结果 

表 3 不同覆盖方式下制种玉米的地温记载① ℃ 

①表中地温数据为2 a的4月23日至 6月3日平均值。 

明显，较条膜覆盖增产 i 732．5 kg／hm。，节水 1 604 

m。／hm。，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了 5．92 kg／(mm · 
hm。)。 

3．2 全地面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可以有效的提高玉 

米的产量构成因素，较条膜覆盖穗粒数增加 7．34～ 

48．62粒，穗粒重增加 3．22～2O．89 g，千粒重增加 

2．93"-'23．87 g。同时全膜覆盖还可明显提高地温， 

缩短制种玉米从播种到出苗的时间，加快制种玉米 

的生育进程，缩短生育期，使制种玉米的成熟期提前 

8～12 d，为中晚熟玉米品种在河西灌区进行种子生 

产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扩大制种玉米在河西灌区 
的适种范围，是一项适宜在河西灌区玉米种子生产 

中推广应用的新的高效节水栽培技术。 

(Z-文责编：郑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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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 方 法 

1．2．1 无菌外植体材料的获得 选取当年生的高 

山杜鹃茎尖和带单芽茎段作为外植体，将所取材料 

先用流水冲洗干净，接着在加有适量洗衣粉的水中 

浸泡 20 min，再用流水冲洗干净，然后将其置于无 

菌室超净工作台进行灭菌，用 75 的酒精浸泡 3O 

S，无菌水冲洗 2次，再用 1 g／kg的升汞溶液消毒 12 

min，用无菌水冲洗 3次，并用无菌滤纸吸掉外植体 
表面余水。接种到不同激素浓度配比的诱导培养基 

上，观察茎尖与茎段的成芽率。 

1．2．2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高山杜鹃丛芽诱导的影 

响 丛芽诱导培养基共 9组配方处理(表 1)。基本 

培养基为 Read(简写 R，下同)，每种配方处理中均 

加入 NAA 0．05 mg／L，细胞分裂素浓度分别为： 

6一BA 1．00 mg／L、2．00 mg／L、3．00 mg／L，激动素 

KT 1．00 mg／L、2．00 mg／L、3．00 mg／L，玉米素ZT 

1．00 mg／L、2．00 mg／L、3．00 mg／L。每个处理均接 

种 2O瓶，每瓶接 1个外植体。培养 40 d以后，统计 

丛芽诱导率。培养基的琼脂用量为 5 g／L，蔗糖用量 

为 30 g／L，pH为 5．5～5．8，培养室的温度为(25士 

1)℃，光照为 12"-,14 h／d，光照强度为 2 000 Lx(下 

同)。 

1．2．3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高山杜鹃丛芽增殖的影 

响 继代增殖培养基共 7组配方处理(表 2)，基本 

培养基为R，每种配方处理中均加入 GA。1．00 mg／ 

L和 IAA 0．50 mg／L，细胞分裂素浓度分别为： 

6一BA 1．00 mg／L、2．00 mg／L，KT 1．00 mg／L、 

2．00 mg／L，ZT 1．00 mg／L、2．00 mg／L、3．00 

mg／L。将诱导出的丛生芽进行分割，并转入到增殖 

培养基中，每个处理接种 3O瓶，每瓶接种 1个带芽 

的愈伤组织块。培养 40 d以后，统计增殖倍数及小 

苗的发育情况。 
1．3 生根培养 

将高山杜鹃2～3 cm高的组培无根苗从基部切 

下，接种到生根培养基 R+NAA 2．00 mg／L+AC 

(活性炭)5 g／L、1／2 MS+NAA 2．00 mg／L+AC 5 

g／L、1／4 MS+NAA 2．00 mg／L+AC 5 g／L、1／8 

MS+NAA 2．00 mg／Lq-AC 5 g／L上，每处理接种 

100株小芽，培养 40 d后统计小芽生根率及根系发 

育情况。 

1．4 生根苗的驯化移栽 

当试管苗根长 1～2 cm时在温度为 25,---,30℃ 

条件下光培炼苗 2～3 d，然后打开瓶口驯化 7 d。取 
出试管苗，洗去根部培养基，移入蛭石与泥炭土按 

1 t 1比例混合配制的栽培基质中，栽苗后将基质轻 

轻压实，浇足水并用塑料薄膜罩盖，相对湿度保持在 
85 以上，移栽 7 d后，追施 R培养液，其浓度视苗 

的大小，逐渐由1 g／kg提高到 3 g／kg左右，每隔 7 

d喷 1次 7O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进行保 

苗。移栽 40 d后揭去塑料薄膜，调查移栽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选择 

将消毒好的茎尖和带单芽茎段接种到不同的诱 
芽培养基上 8 d后，茎尖和茎段开始萌动，30 d后在 

相同培养基上茎尖诱导成芽率明显高于茎段。因此， 

初代培养以选取茎尖作外植体为好。 

2．2 不同细胞分 裂素对 高山杜 鹃丛芽诱导率的影 

响 

从表 1看出，添加不同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对 

高山杜鹃丛芽的诱导结果差异较大，在添加 6一BA 

的 1～3号培养基上，外植体的褐化死亡率较高，为 

8O ～9O ，无丛生芽诱出；在添加 KT的 4～6号 

培养基上，虽然褐化死亡率比添加 6一BA处理的有 

所下降，同时有一定的愈伤组织产生，但仍不能诱导 

出丛生芽或侧芽；而在添加 ZT的 7～9号培养基 

上，不仅褐化死亡率较低，为 1O ～35 ，而且均有 

丛生芽或侧芽产生，诱导率为 65 ～9O 。在ZT添 

加浓度为 1．00"-,3．00 mg／L时，其诱导率、诱芽系 

数随 ZT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以在培养基 R+ZT 

．
3．00 mg／L+NAA 0．05 mg／L上诱导率最高，为 

9O 。可见，在丛生芽诱导过程中采用活性较强的 

ZT，并适当提高 ZT的浓度，有利于其丛生芽的产 

生，这与杨乃博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 ]。 

表 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高山杜鹃丛芽诱导的影响 

叁 培养基① 号 。 鬻 萎 芽数死亡率率 ： (个) ( ) ( )⋯一 

①激素浓度单位均为 mg／L(7："表同)。 

2．3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高山杜鹃丛生芽增殖的影 

响 

从表 2可知，在选用的 3种细胞分裂素中，ZT 

对高山杜鹃的增殖效果较好，在供试浓度范围内，随 

着ZT浓度的升高，增殖倍数也提高，当ZT浓度为 

3．00 mg／L时，增殖倍数达到 9倍，但试管苗细长瘦 

弱，叶色淡，且有部分呈玻璃化 (叶色淡而半透明)； 

而 6一BA、KT对高山杜鹃的增殖效果较差，但小苗 

发育较健壮。综合考虑增殖倍数和小苗发育情况，认 

为 以 R+ZT2．00 mg／L+GA3 1． O0 mg／L+／AA 

0．50 mg／L培养基继代增殖较好。当小苗增殖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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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数量时应使用 R+KT2．oo mg／L+GA31．OO 

mg／L+IAA 0．50 mg／L，以便使小苗生长健壮。 
2．4 不同培养基对高山杜鹃组培苗生根率的影响 

由表 3可知，1号生根培养基上的生根率最高， 

达 75 ，且根数多，苗壮、叶大；其次为 2号培养基， 

生根率为4O ，根数多，苗较壮、叶中等；4号培养基 

的生根率最低，且根细苗弱。因此高山杜鹃相对较适 

宜的壮苗生根培养基为 R+AC 5 g／L+NAA 2．OO 

mg／L。由于在所采用的生根培养基中，除了基本培 

养基有区别外，其余因素均相同，因此生根率及根系 

发育的不同主要是基本培养基影响所致，表明Read 

基本培养基较适宜高山杜鹃试管苗的生根。 

2．5 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 

实验结果表明，试管苗的生根数及生根质量是 

影响其移栽成活率的关键。1号和 2号生根培养基 

得到的生根苗移栽成活率比较高，多数可达到 75 

以上，而 3号和 4号生根培养基上得到的生根苗移 

栽成活率比较低，不到 5O ，生长情况也不理想。 

3 小结与讨论 

3．1 对高山杜鹃快繁研究结果表明，以茎尖作外植 

体诱导无菌芽效果较好，相对较优的芽诱导培养基 

为 R+ZT 2．00 mg／L+NAA 0．05 mg／L；继代增 

殖培养基为R+ZT 2．00 mg／L+GA3 1．00 mg／L+ 

IAA 0．50 mg／L；壮苗生根培养基为R+NAA 2．00 

mg／L+AC(活性炭)5 g／L，移栽成活率 75 以上。 

3．2 在 1．OO～3．00 mg／L浓度下，随着培养基中 

ZT浓度的提高，丛生芽增殖倍数也相应提高，但试 

管苗细长细弱，而添加 2．00 mg／L KT的培养基增 

殖率虽较低，但试管苗生长粗壮。因此，当试管苗繁 

殖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改用 2．00 mg／L KT代替 

ZT，以提高试管苗的质量。 

3．3 高山杜鹃继代增殖培养中，对细胞分裂素的要 

求比初代培养有所下降，虽然增殖效应仍随 ZT用 

量的增加而上升，但已不如初代培养时那么明显嘲。 
为了加快高山杜鹃的繁殖速度，提高丛生芽的增殖 

率，除使用活性较强的 ZT外，加入适量的GA。和 

IAA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4 与其它植物不同，高山杜鹃在壮苗生根培养中 

要求无机盐的浓度较高，蔗糖的用量应保持在 3O 

g／L水平，生长素 NAA的添加量 以 1-50～2．O0 
mg／L为佳，同时加入活性炭，有利于促进高山杜鹃 

小苗个体的发育和壮苗生根[9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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