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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芽变品
种 “ 红 叶 椿 ”。
2    培养材料    当年生枝条上的腋芽。
3    培养条件    芽萌动培养基：（1）MS+6-BA
0.5 mg.L-1(单位下同)+IBA 0.1;(2)MS+6-BA 1+IBA
0.25。分化培养基：(3)MS+6-BA 1+IBA 0.1；
( 4 ) M S + 6 - B A  2 + I B A  0 . 2 5。生根培养基：
(5)1/2MS+IBA 0.1；(6)1/2MS+IBA 0.5；
(7)1/2MS+IBA 1。以上培养基含蔗糖3％(其
中生根培养基加蔗糖2％)、琼脂0.6％。pH 6.2。
培养温度25~28℃,光周期12 h.d-1 ,光照度3 000
l x。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当年生枝条，去其叶片，
先用软毛牙刷蘸洗衣粉水轻轻刷干净，然后用流
水冲洗 20 min。切割枝条，每芽一段，在超净
工作台上用70％的酒精溶液浸泡10 s，迅速转移
至0.1％的升汞溶液中，浸泡8 min，最后用无菌
水洗 3 ～5 遍，分别接种于培养基（1 ）、（2 ）
上进行培养。1～2 d 后，外植体有轻微褐变发
生，应及时转移到成分相同的新培养基上继续培
养。20 d后，培养基（1）上的外植体萌发，长
出带2～3片羽状复叶的新梢，基部有愈伤组织产
生；培养基（2 ）上的外植体，芽出现严重的
玻璃化现象，茎段上的皮孔膨大，最后连同表皮

变浅灰褐色枯死。
4.2    分化培养    将培养基（2）上长出的新梢分别
剪下，转到分化培养基（3）、（4）上。10 d 后培
养基（3）上的新梢基部切口处膨大，侧芽萌发，
有轻微玻璃化现象发生。加强光照，降低培养温
度，可使新梢侧芽正常生长。培养基（4 ）上
的红叶椿新梢基部有浅黄色愈伤组织产生，在加
强光照、降低培养温度的情况下，仅有23％的成
活率。故红叶椿的组培，6-BA 的浓度不宜太高。

严格控制培养条件，防止玻璃化现象的发生。
4.3    生根培养    将2 cm左右的无根嫩茎接种到培
养基（5）、（6）、（7）上。20 d后培养基（5）
上试管苗生根率达80％以上，生根粗细不均，生
根数量差异较大；在培养基（6 ）上，试管苗
生根 3～5 条，且生根均匀整齐，生根率达 95％
以上；在培养基（7 ）上，试管苗基部出现较
多愈伤组织，生根极少。
4.4    炼苗    生根苗高约3 cm，具3～5条0.5～1
c m 长的新根时，取出试管苗，洗净粘附在根部
的培养基，移栽到盛有蛭石的营养钵中，用小弓
棚保湿15 d左右，逐渐去掉小弓棚，试管苗成活
率可达 90％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红叶椿是臭椿的一个芽变品种。
该品种除具有普通臭椿的适应性强、抗 SO2 及烟
尘等优点外，从 3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树体叶片
均呈鲜红色，十分醒目；6 ~ 9 月树体旺盛生长
期，顶部 4 片羽状复叶仍保持鲜红色，老叶片变
浓绿，更为壮观。该品种性状稳定，可作为城
市、厂矿行道树，也是荒山绿化的首选树种。

红叶椿目前是我国选育珍稀彩叶树种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乔化、彩叶、乡土树种，观
赏价值极高，极具推广前景，仅在山东泰安、潍
坊有少量分布。由于目前该树种数量极少，组培
快繁是保持其优良性状和加快其推广的主要手段。
红叶椿的组培快繁，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红叶椿嫁接苗红叶效果很好；而试管苗在试
管中培养或保护地大棚中栽培，不立即表现出红
叶性状，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露天栽培，才有漂
亮的红叶长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