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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骨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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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枸骨(Ilex cornuta Lindl. ex Paxt.), 别名
鸟不宿, 猫儿刺。
2 材料类别 种子。

3 培养条件 种胚萌发培养基: (1) 1/2MS+GA3 1.0
mg·L-1 (单位下同); 壮苗培养基: (2) MS+BA 1.5+NAA
0.5; 不定芽诱导培养基: (3) MS+BA 2.0+NAA 0.1;
增殖与继代培养基: (4) MS+BA 3.0+KT 0.5+IBA 0.5;
(5) MS+BA 2.0+KT 0.5+IBA 0.5; 生根培养基: (6) 1/2
MS+IBA 0.2+NAA 0.2。以上培养基都加入 3%蔗
糖和 0.7%琼脂粉, pH 5.6~5.8, 高压锅 121 ℃灭菌
15 min。培养温度为(25±2) ℃, 光照强度为 40~50
µmol·m-2·s-1, 光照时间为 14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材料选择与无菌处理  取经湿沙储藏的饱满种
子, 用自来水冲洗 12 h或 24 h, 用灭过菌的小刀将
胚从种子中剥离出来,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的酒
精浸泡 1 min, 作表面消毒, 再转入 10%的次氯酸
钠消毒液处理 30 min, 无菌水冲洗 5~6次后, 接种
于胚培养基(1)中。培养 30 d左右幼胚开始萌发,
60 d左右种胚直接萌发生长为无菌苗。将无菌苗
转到壮苗培养基(2)上壮苗 10~20 d, 苗高约 4 cm。
4.2  不定芽诱导  在无菌室内的超净工作台上, 取出
无菌苗, 将其截成 1.0~1.5 cm的茎段, 接种于培养
基(3)上, 20 d左右不定芽分化。由于顶芽对不定
芽的分化有一定抑制作用, 因此, 15 d后在超净工
作台上将顶芽切去, 放入培养基(3)上继续培养, 诱
导产生丛生芽。

4.3  继代增殖  将丛生芽分离, 接种于增殖培养基
(4)和(5)上, 约 3周后每个芽可分化出 4~6个不定
芽。每隔 5周在培养基(4)和(5)上继代一次, 便可
得到大量丛生芽。对比 2种增殖培养基, BA为 3.0
mg·L-1时增殖效果好, 芽生长较快且粗壮, 增殖系
数为 5 .0。

4.4  生根与移栽  选择继代中 3 cm左右的不定芽,
转到生根培养基(6)上, 进行生根培养, 15 d左右开
始生根, 每苗可分化出3~6 条白色的根, 生根率70%
左右, 当根长为 1.5 cm时, 打开瓶塞在培养箱中炼
苗 1周, 出瓶时洗去培养基, 将试管苗栽入灭过菌
的基质中, 注意保持适宜的湿度(80%~90%), 通风,
成活率 85% 左右。
5  意义与进展  枸骨为冬青科冬青属植物, 枝繁叶
茂, 碧绿常青, 叶质坚而光亮, 冬季果实红艳, 具有
很好的观赏价值。枸骨生长势较快, 适应性强, 且
能忍受较低的温度, 分布范围广泛。近几年, 我国
从国外引进了多种花叶类枸骨冬青, 观赏价值较高
但适应性较差, 嫁接到枸骨砧木上后, 适应性增强,
成苗速度快, 解决了生产中的难题; 此外冬青属植
物种子萌发率低(徐本美等 1997)、扦插生根比较
困难(孙晶等2005), 采用组培技术可能有助于解决
苗木短缺和缩短育种周期的问题。冬青属植物组

培成功的仅见大叶冬青(刘根林等2003)和金叶日本
冬青(李登中 2004; 朱志国 2007), 但枸骨的组织培
养与快速繁殖的报道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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