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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对尾巨桉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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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尾巨桉(Eucalyptus urophylla×Eucalyptus
grandis)无菌苗，除去叶片后剪成 2~3 mm的茎
段，平放于含不同抗生素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改良的H培养基 +0.5 mg·L-1 2,4-D+0.1 mg·L-1 6-
BA+3%蔗糖)上，暗培养 10 d后转入自然光下培
养，30 d后观察茎段愈伤组织诱导和生长情况。
所诱导出的愈伤组织接种于含有不同抗生素的愈伤

组织分化培养基(改良H培养基 +1.0 mg·L-1 6-BA+
0.5 mg·L-1 NAA+5%蔗糖)上培养，观察不定芽分
化和生长情况并测量茎径(郑进等 2006)。从中取
生长健壮，高 2.5~3 cm的不定芽转入含有不同抗
生素的生根培养基[改良MS+0.6 mg·L-1生根粉6号
(北京双吉尔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生产)+0.2 mg·L-1

IBA+1.5%蔗糖]上培养，10 d后观察生根情况。
上述培养基均加入 0.3%琼脂，pH 5.8，培养温
度为(26±1) ℃，光照时间为 12 h·d-1，光照强度

为 7.2~36 µmol·m-2·s-1。每个试验重复 3次，得到
如下结果。

1.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30 d后的诱导
率均达到 100%，而且生长良好，呈淡黄色或黄
白色，少数呈粉红色，形状呈颗粒状，结构较

致密，表面湿润，质地新鲜，无褐化现象。

2. 茎段对卡那霉素均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
不加卡那霉素的出愈率为 100%，含有 5 mg·L-1卡

那霉素的出愈率下降到 40%，卡那霉素浓度增至
7 mg·L-1时，则不能诱导出愈伤组织(表 1)，并逐
渐黄化、死亡。

3. 卡那霉素对愈伤组织生长有很强的抑制作
用，加 5 mg·L-1卡那霉素的愈伤组织很快褐化死

亡，不能继代，也不能作不定芽分化培养。

4. 含有氨苄西林钠的培养基上的茎段在 25 d
内可不同程度地形成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多呈黄

表 1  抗生素对尾巨桉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和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抗生素 抗生素浓度 /mg·L-1 接种外植体数 /块 长出愈伤组织数 /块  诱导率 /%   不定芽茎径 /mm 分化率 /%

卡那霉素 0 3 0 3 0 100      — —
2 3 0 3 0 100      — —
5 3 0 1 2 4 0      — —
7 3 0 0 0      — —

氨苄西林钠 0 2 0 2 0 100 1.5~1.8 22.2
200 2 0 2 0 100 1.4~1.6 21.0
300 2 0 1 9 9 5 1.0~1.2 20.0
400 2 0 1 6 8 0 0.6~0.8 15.8
500 2 0 1 4 7 0 0.6~0.8 14.3

头孢唑林钠 0 2 0 2 0 100 1.5~1.8 21.3
200 2 0 2 0 100 1.3~1.6 13.3
300 2 0 2 0 100 0.8~1.0 11.1
400 2 0 2 0 100 0.6~0.8 10.0
500 2 0 2 0 100 0.6~0.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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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结构致密，表面有颗粒状突起，转入分

化培养基中培养 10 d后，愈伤组织表面开始出现
绿色颗粒状突起，15 d后愈伤组织四周转为红色
或紫红色，表面湿润，并逐渐分化出不定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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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00 mg·L-1氨苄西林钠范围内，出愈率随着

氨苄西林钠浓度的增高而下降，褐化率也升高。

含不同浓度氨苄西林钠的分化培养基上所分化出的

不定芽，其形态特征和分化率有一定的差异(表
1)。氨苄西林钠对不定芽的分化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其抑制程度随着培养基中氨苄西林钠浓度的

增加而增强。

5. 在加有头孢唑林钠的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上形成的愈伤组织多为白色，呈颗粒状，较疏

松，体积增加较快，体积比不加头孢唑林钠的约

大 2倍。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中 10 d后开始
出现绿色芽点，15 d后以茎段为外植体所诱导出
的愈伤组织四周开始转为红色或紫红色、表面湿

润，以后逐渐长出不定芽。30  d后，含不同浓
度头孢唑林钠的分化培养基上所分化的不定芽形态

和分化率有一定的差异，头孢唑林钠对不定芽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强(表
1 )。

6. 卡那霉素浓度达到 2 mg·L-1时，生根率仅

为 15%；浓度为 4 mg·L-1的不定芽生根即受到严

重抑制，不能生根。低浓度的氨苄西林钠对不定

芽诱导生根的影响不大，头孢唑林钠对不定芽诱

导生根的影响比氨苄西林钠稍大些(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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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抗生素对尾巨桉不定芽诱导生根的影响

    抗生素 抗生素浓度 /mg·L-1 接种不定芽数 /个 出根不定芽数 /个   出根率 /%

卡那霉素 0 2 0 1 9   95
2 2 0   3   15
4 2 0   0      0
6 2 0   0      0

氨苄西林钠 0 2 0 2 0 100
200 2 0 1 6   80
400 2 0 1 3   65
500 2 0 1 0   50

头孢唑林钠 0 2 0 19.5   97.5
200 2 0 1 2   60
400 2 0   8.7   43.5
500 2 0   5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