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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玉铃花(Styrax obassia Sieb. et Zucc.)。
2 材料类别 种子(层积3个月, 清水浸泡24 h备用)
和带腋芽幼嫩茎段。

3 培养条件 种子萌发培养基: (1) MS; (2) 1/2MS。
子叶节分化与增殖培养基: (3) MS+6-BA 0.5 mg·L-1

(单位下同)+NAA 0.3; (4) MS+6-BA 0.5+NAA 0.5;
(5) MS+6-BA 0.5+NAA 0.7; (6) MS+6-BA 1.0+NAA
0.3; (7) MS+6-BA 1.0+NAA 0.5; (8) MS+6-BA 1.0+
NAA 0.7; (9) MS+6-BA 1.5+NAA 0.3; (10) MS+6-
BA 1.5+NAA 0.5; (11) MS+6-BA 1.5+NAA 0.7。腋

芽分化与增殖培养基: (12) MS+6-BA 1.0+NAA 0.05;
(13) MS+6-BA 1.0+NAA 0.1; (14) MS+6-BA 1.0+NAA
0.2; (15) MS+6-BA 2.0+NAA 0.05; (16) MS+6-BA 2.0+
NAA 0.1; (17) MS+6-BA 2.0+NAA 0.2; (18) MS+6-
BA 3.0+NAA 0.05; (19) MS+6-BA 3.0+NAA 0.1; (20)
MS+6-BA 3.0+NAA 0.2。生根培养基: (21) 1/2MS+
IBA 0.5+NAA 0.05; (22) 1/2MS+IBA 1.0+NAA 0.05;
(23) 1/2MS+IBA 1.5+NAA 0.05; (24) 1/2MS+IBA 0.5+
NAA 0.1; (25) 1/2MS+IBA 1.0+NAA 0.1; (26) 1/2MS+
IBA 1.5+NAA 0.1; (27) 1/2MS+IBA 0.5+NAA 0.15;
(28) 1/2MS+IBA 1.0+NAA 0.15; (29) 1/2MS+IBA 1.5+
NAA 0.15。上述培养基均附加 3% 蔗糖和 0.6% 琼

脂, 除培养基(1)和(2)外, 均附加 0.1% 活性炭, pH
5.8~6.0。培养温度为(25±1) ℃, 光照时间为 12 h·d-1,
光照强度为 40~50 μ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经预处理过的饱满种子用

75%酒精浸泡30 s, 再用0.1%升汞溶液灭菌8 min,
无菌水漂洗 5 次, 接种到培养基(1)和(2)中。5 d 后

种子开始萌发, 在培养基(1)和(2)上发芽及生长情况

基本一致, 10 d 后将幼苗去顶芽和下胚轴, 获得带

3~5 mm下胚轴和 2片子叶的子叶节。将子叶节纵

切成两部分作为不定芽分化的外植体。

带腋芽幼嫩茎段(约1 cm, 叶片切除)先用洗洁

精清洗后再用自来水流水清洗 1 h, 于超净工作台

上用 70% 酒精浸泡 30 s, 然后转入 0.1% 升汞溶液

中灭菌 3 min, 无菌水冲洗 5 次。

4.2  愈伤组织与芽的诱导和增殖  将上述子叶节接

种于培养基(3)~(11)中, 接种时将下胚轴插入培养

基中, 子叶保留在在培养基表面上, 20 d 后开始形

成愈伤组织(图 1), 35 d 后在愈伤组织上开始形成

不定芽。将带微小不定芽的愈伤组织切割后继代

到同种培养基, 再经 60 d 左右丛生芽数基本稳定,
芽高度达到 3 cm 以上。结果表明, 在(3)~(11)这
9种培养基中, 大部分子叶节都能分化出丛生芽, 分
化率都在 90% 以上。其中在培养基(6)、(7)和(10)
中, 分化率均达到95%, 平均形成的高度大于1.5 cm
的丛生芽个数分别为 12.85、13.45 和 16.72 个, 丛
生芽生长粗壮, 说明采用子叶节作为外植体, 培养

基中 6-BA 浓度应在 1~1.5 mg·L-1 之间, NAA 浓度

应在 0.3~0.5 mg·L-1 之间。

图 1  玉铃花子叶节形成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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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腋芽幼嫩茎段倾斜接种到培养基(3)上, 保
持腋芽面向上, 10 d后腋芽开始萌动(图2), 35 d后,
小芽苗平均高度达到 1.5 cm。将小芽苗切下, 去
掉顶芽, 剪成 0.5 cm小段, 接种于培养基(12)~(20)
上, 30 d 后基部开始形成绿色愈伤组织, 继续培养

30 d, 小茎周围形成小的不定芽。将带微小丛生芽

的愈伤组织切割并继代到同种培养基中, 培养60 d,
在培养基(16)中生长情况最好, 平均每丛形成小芽

苗 5.56 个, 芽苗高度平均为 3.98 cm。

图 3  玉铃花组培生根

图 4  玉铃花生根苗大田移栽

图 2  玉铃花带腋芽幼嫩茎段开始萌动

5  意义与进展  玉铃花又名白云树, 安息香科野茉

莉属植物,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 花期5~6月, 花柄细

长下垂, 花冠白色, 形似“玉铃” (图5), 是珍贵的园

林绿化观赏树种; 其花、果实、木材均具有重要

的经济价值。目前, 玉铃花多处于野生状态, 具有

较大的开发利用潜力(董东平等 2007)。玉铃花种

子9~10月成熟, 熟后能自然脱落, 其种子外皮坚硬,
透水性差, 内种皮中有一层银白色致密保护膜, 包
裹着种胚, 对种子发芽有抑制作用(邢世岩2008; 邹
新军 2008)。李俊卿等(2008)曾对玉铃花进行过发

芽及扦插繁殖研究, 均未取得良好效果。本文建立

了玉铃花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 对玉铃花种质

资源的保护以及开发利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玉

铃花的组织培养目前尚未见报道。

图 5  玉铃花野生植株开花

4.3  壮苗与生根  将上述形成的有效无根芽苗(>1.5
cm)接种于培养基(21)~(29)中, 15 d 左右可在基部

形成白色根点, 再经 20 d左右根可长至 7~8 cm (图
3)。其中在(24)和(25)两种培养基生长情况最好,
生根率达到90%以上, 平均生根条数均达到6条以

上。因此壮苗与生根培养基中, IBA浓度宜在 0.5~
1.0 mg·L-1 之间, NAA 浓度应为 0.1 mg·L-1。

4.4  炼苗移栽  将生根苗从组培室转移到室温散射

光条件下培养 3 d, 揭开封口膜后于室内放置 3 d,
取出生根苗, 洗净根部培养基, 温室移栽, 基质为泥

炭与细河沙按照 3:1 比例混合而成, 基质湿度为

70% 左右, 覆膜保湿, 15 d 后渐有新叶长出(图 4),
逐步撤去覆膜, 35 d 后成活率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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