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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山丹(Lilium pumilum DC.)，别名细叶

百 合 。

2  材料类别  鳞片。

3  培养条件  (1)诱导培养基：MS+6-BA 2.0 mg·L-1

(单位下同)+NAA 0.1；(2)增殖培养基：MS+6-BA

1.0+NAA 0.1；(3)壮苗培养基：MS+6-BA 1.0+

PP333 4.0；(4)生根培养基：1/2MS+IBA 0.5。以

上培养基均附加 0.6% 琼脂、3% 蔗糖、0.1% 肌

醇，pH 5.8。培养温度为(25±2)℃，光照度为

1 500~2 000 lx，光照时间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外植体的处理  取山丹鳞茎为外植体，在流水

条件下将外植体的泥土冲洗干净，将鳞片一片片

剥下，经洗涤剂浸泡 10 min，用自来水冲洗干

净，在无菌的超净工作台上，用75% 的酒精处理

30 s，再用 0.1% 升汞灭菌 20 min，最后用无菌

水淋洗 4~6 次。用无菌滤纸吸干表面的水分，用

解剖刀将鳞片切割为0.5 cm×0.5 cm大小的方块，

接种至诱导培养基上。

4.2  不定芽的诱导  外植体鳞片接种后的2~3 d内，

大部分鳞片切块由白色变为淡紫红色。7 d左右，

多数鳞片又逐渐转变为淡绿色，而没有变色的鳞

片极少分化小鳞茎。20 d左右，鳞片腹面生理学

基部出现白色球状突起，再过 7 d 左右，球状突

起长出不定芽，不定芽逐渐形成小鳞茎。

4.3  增殖培养  将诱导出的不定芽切成单株，转接

到增殖培养基(2)。培养 30 d 左右，从转接小鳞

茎基部形成新的不定芽，并长成新的小鳞茎。月

增殖速度为 4.43 倍。

4.4  壮苗培养  增殖培养得到的小鳞茎较小，平均

重0.13 g。将增殖后的小鳞茎切成单株，转接到

壮苗培养基(3)，培养40 d左右，平均增重 2.05 g。

4.5  生根培养及移栽  将壮苗后的山丹小鳞茎切下，

转入生根培养基，4 d 左右即可生根，生根率达

100%。根粗壮，平均每个小鳞茎生根 8.8 条，平

均根长为2.9 cm，苗长势较好。进行1周左右的

闭瓶炼苗，再进行 2~3 d 的开瓶炼苗，然后转入

荫棚栽植。移栽时，小心倒出试管苗，用清水冲

洗根部残留培养基，然后栽入泥炭土中。基质用

1∶500 的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匀至潮湿状

态，上盆后的小苗喷 1∶1 000 的 50% 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防病，以后每周喷 1 次，连续喷 4 ~ 5

次。保持苗床温度为 22~28℃，空气相对湿度为

85%~90%，基质湿度 30%~40%。移栽成活率达

96. 7 %，植株长势良好。

5  意义与进展  山丹属百合科百合属多年生球根花

卉，其株形秀丽，花色鲜艳，最适宜成片种植

于疏林下、草坪边，可用于花坛、花境，还可

盆栽观赏或作切花用。山丹适应性强，有较强的

抗寒、抗旱及抗病能力，是北方难得的绿化、美

化材料[1]。从现有资料看，有关山丹的研究多集

中在分类学和杂交育种工作上[2]，繁殖主要采用

播种法及鳞片扦插法[3,4]，但繁殖数量有限。本文

所用山丹为野生型，采自河北易县山区。组织培

养可以迅速扩大繁殖，结果已开始用于生产，但尚

未进入规模化。野生山丹的组培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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