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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摘要] 以黄花槐的茎尖和带芽的 叶，羽状叶如含羞草 用 

技 茎段为外植体，以 MS为基本培养 象。腋生总状散房 术 

基，添加不同种类和浓度的外源激 梅花，花朵簇生 ，花 

素，研究了诱导芽萌动、分化增殖及 盛开时犹如金蝶飞i 

生根培养的适宜培养基。黄花槐芽 花期长，全年均可 

启动培养以MS+BAO．5 mg／I 增 

殖及壮苗培养以MS+BA1．0 mg／L 

+NAA0．2 mg／L为理想。生根培 

养 NAA的诱导，效果好于 IAA和 

1BA，而无激素的MS更有利于黄花 

槐组培苗的生根。 

[关键词] 黄花槐 茎尖 带芽茎 

段 增殖 培养基 

黄 花 槐 (Cassia surattensis 

Burro．f．)原产印度、斯里兰卡、澳洲 

等国，属热带及亚热带植物。英文 

名 Sunshine Tree，为苏木科 (Cae— 

salpiniaceae)决明属(Cassia)，也有 

学者把它归为豆科。又名黄槐、黄 

花荚槐、金花槐、黄花英明，常绿大 

灌木至小乔木高约 2～3．5 1TI。初生 

枝条柔软，可塑性强，可在其木质化 

前编织成不同的树形。偶数羽状复 

～ 10月。盛花 时繁花满树 ，深黄 

如金。在我 国北方直到寒霜结冰 

前后仍有 花，具落 叶不落 花之美 

誉 ，填补了北方秋冬季少开花树种 

的空白。黄花槐株形飒爽 ，开花奇 

艳 ，且生长迅速，栽种 1年后即可 

开花。在花坛、花丛 、公园、绿地 、 

广场、小区及池塘边 的绿化带 ，可 

单株、成丛 、成 片栽植 ，大 片密植 

更能呈现出一片金灿灿的花海之 

美。在北京地 区不耐寒冷 ，11月 

中旬生长季结束以后需采取避寒 

和防寒措施。盆栽更受百姓青睐， 

国庆节盆栽花可弥补花灌木 在秋 

季少有开花的不足 ，繁花株更是秋 

冬季节不可多得的室内摆放佳品。 

黄花槐常规繁殖为播种育苗，开展 

组织培养研究可为其育种 向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提供新的途径与手 

A0．5 

mg／L；(2)MS+BA0．25 mg／L+ 

NAA0．05 mg／L。增殖培养基：(3) 

MS+BA1 mg／L+NAA0．2 mg／L； 

(4)MS+BA1 mg／L+IBA0．1 mg／ 

L。生根培养基：(5)MS；(6)MS 

+ NAA0．1 mg／L；(7) MS + 

IAA0．1 mg／L；(8)MS+ IBA0．1 

mg／L~(9)MS+ NAA0．5 mg／L~ 

(1O)MS+IAA0．5 mg／L；(11)MS 

+IBA0．5 mg／L。以上培养基均附 

加6 9／5琼脂，3．0 蔗糖，pH值 5．8。 

培养温度 22～25℃，光照度 2 500 

1x，光照时间 12 h／d。 

3 生长分化 

3．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采回的黄花槐的枝条剪成 5 

cm左右的段，去掉叶片，用 自来水 

及洗涤灵清洗，并流水冲洗 30 min。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酒精浸 30 

野生动物、减少地质灾害、旅游休 

闲等 8个方 面的 1 5项 因子对河 

南省山地森林生态效益进行 了计 

量研究，计算出河南省山地森林 

年生态效益总价值为 6 844．89 

亿元。此项研究 中选取的因子 比 

较全 面，首次得 出河南省 山地森 

林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 ，对 了解河 

南省森林生态功能价值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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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培养基对黄花槐继代增殖的影响 l i O O 

培养基 增殖／倍 芽高／cm 切段基愈伤 苗生长状态 l 丘 

一·0+NAAO⋯ 6~9麟⋯ ’ 麓 l 期 j 
鞴 I 

MS+BA1．O+IBA0．1 2～3 4～7 松散状，褐色 丛苗细弱，叶小。 ～̂ 林 

业 
实 
用 

技 
培养基 接种／株 生根／株 根长

／cm [] 1
⋯

MS+

⋯

NAA

⋯

0．1in

、

g／L 术 

MS 20 20 100 8 > 10 崩 ””“ 

MS+NAA O．1 2O 2O 1OO 3 >1O 左 ：生根状况； 右：苗生长 

MS+ IAA 0．1 

MS+ IBA 0．1 

MS+NAA 0．5 

MS+ IAA 0．5 

MS+ IBA 0．5 

20 8 

2O 5 

2O 2O 
●  

2O O 

2O O 

40 3 > 10 

25 3 5～ 8 

100 4 > 1O 

0 0 O 

0 O O 

用 MS+BA1．0 mg／L+NAA0．2 

mg／L做芽增殖及壮苗培养基。 

3．3 生根 

将粗壮芽苗切成 2 CITI长的小 

段接种到培养基(5)～(11)2z，每瓶 

4株，每种培养基设 5次重复。10天 

后开始生根，60 d调查时的生根情 

况见表 2。 

调查结果显示： 

(1)无激素的 MS不仅 100 

生根，而且生根数也多，可见在组织 

培养诱导苗生根上并非一定要使用 

生根激素。 

(2)较高浓度的IAA和IBA反 

而抑制了芽苗生根，在本试验中，浓 

度到0．5 mg／L时生根率为零。 

(3)使用外源激素诱导黄花槐 

生根，萘乙酸的诱导效果明显好于 

吲哚乙酸和吲哚丁酸。 

3．4 移栽 

移栽前先开瓶 口练苗 2 d，然后 

取出洗去根上的培养基。将苗移人 

珍珠岩 ：蛭石 ：草炭土 1：1：1的 

基质中，盖膜保湿，注意适当遮荫及 

通风，1个 月后 调查成 活率 可达 

95 以上 。 

s，再用 0．1 升汞浸 8 rain，并不时 

晃动，使充分杀菌。之后用无菌水 

冲洗 5次，用无菌滤纸吸干水分后 

备用。 

3．2 芽的分化与增殖 

无菌条件下，在培养皿中切取 

无菌材料的茎尖、带叶芽的茎段 1～ 

2 CITI长，接种到培养基(1)和(2)上， 

10天后芽开始萌动，并逐渐抽生新 

叶，(1)和(2)培养基上芽苗生长无 

明显差别。 

当芽长至 1～2 CITI时，切下转 

至培养基(3)和(4)上。30天时调查 

(见表 1)，转接在培养基(3)中的丛 

生芽较粗壮，叶色深绿，且叶大，繁 

殖系数可达 4～5倍，切段基在培养 

基中愈伤化，愈伤呈密实的米黄色， 

直径 0．5～1．0 CITI。转接在培养基 

(4)中的丛芽细弱叶小，繁殖系数 2 
～ 3倍，切段基愈伤褐化呈松散状， 

愈伤球直径较大，大于 1．0 CITI，过 

大且褐化的愈伤组织影响了分化芽 

苗养分的吸收。 

由此可见，在相同的时问内，培 

养基(3)上分化苗有较大的生长量 

及较高分化倍数，且苗壮。因此，选 

4 小结 

(1)本研究利用黄花槐的茎尖 

和带芽茎段为外植体做了初步组培 

快繁试验，以芽繁芽，芽器官未经过 

愈伤组织阶段，有利于保持品种的 

遗传性状稳定。 

(2)黄花槐芽启动培养 以 MS 

+BA0．5 mg／L、增殖及壮苗以 MS 

+BA1．0 mg／L+ NAA0．2 mg／L 

为好。生根培养以 NAA的诱导效 

果好 于 IAA 和 IBA，而无激素 的 

MS更有利于黄花槐组培苗的生根。 

(3)研究证明，利用茎尖、带芽 

的茎段进行组织培养繁育小苗，繁 

殖系数大、周期短、苗木成活率高， 

经移栽练苗的黄花槐经过度培养 

后，可做盆栽品种或移至大田管理 

育大苗。组培方法育苗不受季节限 

制，可结合温室育苗根据生产及绿 

化需要开展组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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