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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李叶绣线菊(Spiraea prunifolia Sieb. et

Zucc.)。

2 材料类别 带叶柄的幼嫩叶片。

3 培养条件 (1)诱导和分化培养基：MS+2,4-D 2.0

mg·L-1 (单位下同)+6-BA 0.5+NAA 0.2；(2)增殖培

养基：MS+6-BA 0.5+NAA 0.2；(3)生根培养基：

1/3MS+NAA 0.3+IAA 0.3。上述培养基均添加0.7%

琼脂、3% 蔗糖，pH 5.8，培养温度为(23±1)℃，

光照时间10 h·d-1，光强为30 m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外植体的灭菌  取李叶绣线菊当年生枝条上的

幼嫩叶片，带叶柄剪下用洗衣粉水浸泡1 min，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后，放入超净工作台内，在 0.1%

的 HgCl2溶液中灭菌20 min，再转至2%的次氯酸

钠溶液中消毒15 min，最后取出在无菌水中漂洗3

次，将叶柄带部分叶片切下接种于培养基(1)上。

4.2  愈伤组织的诱导和不定芽分化  带叶柄的叶片

切块接种于培养基(1)上，暗培养15 d后出现浅白

色的愈伤组织，转入光照条件下，愈伤组织颜色

逐渐转绿，20 d左右叶柄表面和切口部位分化形

成不定芽。

4.3  不定芽的增殖和快速繁殖  将形成的不定芽分

节切割为单节，转接至培养基(2)中，每 20~30 d

继代 1 次，繁殖倍数达 3~4 倍，实现了不定芽的

增殖和快速繁殖。

4.4  生根培养及移栽  将1.0~1.5 cm高带茎尖的增

殖苗切下，接入生根培养基(3)中，12 d 后，苗

高达 2.0~2.5 cm，生根率达 90% 以上。此时可

将生根苗从瓶内取出，洗净培养基，移入腐质土:

珍珠岩为 3:1 的混合基质内，栽后浇足水，适当

保湿，成活率可达 9 5 % 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李叶绣线菊为蔷薇科绣线菊属的落

叶灌木，原产我国华东(戴启金等 1999)和日本。

高达 1.5 m，枝条细长开张，叶片薄细如鸟羽，

秋季变为桔红色，甚为美丽。花期早，花朵白

色密集如积雪，俗称“喷雪花”。其适应性强，

生长快，是城市优良的绿化和美化树种(金雅琴和

李冬林 2004)。常规多用播种和扦插繁殖，国内

仅报道过椭圆叶绣线菊(赵沛基等2004)和星花绣线

菊(胡益明等2001)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而李

叶绣线菊的再生体系和组织培养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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