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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白玉兰(Magnolia denudata Desr.)、紫
玉兰(M. liliflora Desr.)、二乔玉兰(M. oulangeana
Soul.-Bod)。

2  材料类别  茎尖和叶片。

3  培养条件  诱导叶片直接分化不定芽培养基：(1)

MS+6-BA 1.0 mg·L-1(单位下同)+IAA 0.1+GA

3.0；(2)MS+6-BA 2.0+IAA 0.1+GA 3.0。茎尖分

化不定芽培养基：(3)MS+6-BA 1.0+NAA 0.1+GA

1.0。生根培养基：(4)1/2MS+NAA 1.0。培养基

中蔗糖浓度为 3%，琼脂浓度为 6.5%，pH 5.4。

培养条件为：温度14~28℃，光照时间10 h·d-1，

光照度为2 000 l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当年枝条，剥去最外层叶

鞘及茎的外皮, 0.1% 升汞消毒5 min，无菌水洗

5 次，每次 1 min。

4.2  叶片直接分化不定芽诱导  白玉兰叶片在培养

基(1)中培养 17 d，叶片两端切口处变白；培养

20 d，在叶片的腹面两端切口处开始分化不定芽，

近轴端分化得多，远轴端分化得少，分化率为

60%。二乔玉兰叶片在培养基(2)中培养 17 d，叶

片两端切口处变白；培养20 d，在叶片的腹面两

端切口处开始分化不定芽，近轴端分化得多，远

轴端分化得少，分化率为 67%。紫玉兰叶片未见

分化。

4.3  丛生芽的诱导  白玉兰茎尖在培养基(3)上培养

20 d开始分化不定芽，分化率为49% (图 1)。二

乔玉兰茎尖在(2)中培养20 d开始分化不定芽，分

化率为80% (图2)。紫玉兰茎尖在培养基(2)上培

养 20 d 开始分化不定芽，分化率为 40%。

4.4  生根与移栽  将3种玉兰苗高2.0 cm、3~4片

叶的大苗接种在生根培养基(4)中，白玉兰试管苗

生根率为 68%，二乔玉兰试管苗生根率为 81%，

紫玉兰试管苗生根率为43% (图 3)。将生根苗炼

苗3 d，洗去根部培养基，移栽到珍珠岩基质中。

白玉兰、二乔玉兰和紫玉兰移栽后20 d，成活率

分别为 6 0 %、7 1 % 和 5 6 %。总之，二乔玉兰再

生能力最强，白玉兰次之，紫玉兰最差。

5  意义与进展  玉兰是我国著名的早春花木，又是

中药材。通过组织培养快速繁殖不仅解决了种源

不足、后代分离、繁殖困难和速度慢的问题，还

使苗木生产规格化、规模化及商品化。建立 3 种

玉兰再生系统，也为基因转化提供了良好的受体

系统。紫玉兰组织培养和 3 种玉兰的组织培养再

生能力比较研究未见报道。

图1  白玉兰茎尖分化不定芽

图2  二乔玉兰茎尖分化不定芽

图3  紫玉兰试管苗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