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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长柄双花木(Disanthus cercidifolius var.

longipes H. T. Chang)。

2  材料类别  叶片。

3  培养条件  愈伤组织、不定芽诱导及增殖培养基：

(1)MS+6-BA 0.2 mg·L-1 (单位下同)+NAA 1.0;(2)

MS+6-BA 0.5+NAA 1.0; (3)MS+6-BA 2.0+ NAA 0.2;

(4)MS+6-BA 2.0+NAA 0.5; (5)MS+6-BA 2.0。诱导

生根培养基: (6)MS0; (7)1/2MS+NAA 0.5; (8)1/2

MS+IBA0.5+NAA 0.5; (9)1/2MS+IBA 0.5。上述各

培养基均附加3% 蔗糖和 0.7% 琼脂，pH 5.8。培

养温度(25±1)℃，光照时间 10 h ·d-1，光照度

1 000~2 000 lx左右。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愈伤组织与不定芽诱导  外植体用70%乙醇浸

泡 1 min，无菌水冲洗，再用 0.1% 升汞灭菌 5

min，无菌水冲洗 5~8 次。在无菌培养皿上将叶

片切成0.5 cm×0.5 cm，接入诱导培养基(1)、(2)

中。1周后叶片接触培养基的部位膨大，14 d 左

右分化出黄白色、质地疏松的愈伤组织，并不断

扩大。培养基(2)中愈伤组织生长较为缓慢，培养

基(1)适于作愈伤组织和芽诱导培养基。30 d后叶

片愈伤组织分化产生1~2 个不定芽(图 1)。

4.2  芽的增殖  切取培养基(1)、(2)中高约1.5 cm的

单芽接种到培养基(3)~(5)中继续培养。4 周后，

单芽基部长出许多淡绿色芽丛。在培养基(3)和(4)

中，单芽基部有愈伤组织分化，芽增殖倍数为 3

左右；而培养基( 5 )中，不定芽基部无愈伤化，

分化的芽更粗壮，芽增殖倍数为 7 左右。

4.3  根的诱导与移栽  切取高约2 cm的不定芽，接

种到培养基(6)~(9)上。15 d后在培养基(9)上看到

根的形成，4周后芽体基部分化出2~3根白色不定

根，生根率 75%；培养基(6)、(7)、(8)上未见不

定根发生， (7)和(8)上不定芽基部分化大量愈伤组

织。由此可见，IBA 对长柄双花木不定芽根的发

生是必须的。当根长约 3 cm 时，即可进行移栽，

先将三角瓶的瓶盖打开，在实验室内散射光下炼

苗 4~5 d。用镊子小心取出小苗后，洗去根部培

养基，栽植于灭菌的由蛭石和细沙各半配制的基

质中，放半阴处，经常浇水。10 d后移入土壤中，

成活率 8 0 %。

5  意义与进展  长柄双花木系金缕梅科双花木属，

仅零星分布于江西、湖南和浙江等省的部分县，

分布区局限，且个体数量稀少，目前已处于濒危

状态，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其

树形十分优美，也是园林绿化理想品种。但自然

条件下其种子数量少，繁殖困难。通过组织培养

可以得到大量试管苗。长柄双花木的组织培养尚

未见报道。

图1  长柄双花木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