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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银桦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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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红花银桦(G r e v izzea 方a n 灸5 11 R
.

B r
.

)
。

2 材料类别 侧芽或顶芽
。

3 培养条件 (l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
:

MS + 6
一

B A

3
.

0 m g. L
一

’(单位下同)+ NA A 0
.

1 + T D z 0
.

1
。

分化培

养基
:

(2 ) MS + 6
一

B A 1
.

0 + N A A 0
.

1 ; (3) M S+ 6
一

B A

1
.

5 + N A A 0
.

1 ; (4 ) M S + 6
一

B A 2
.

0 + N A A 0
.

1 ; (5 )

M S + 6
一

B A 2
.

5 + N A A 0
.

1 ; (6 )M S + 6
一

B A 3
.

0 + N A A

0
.

1
。

生根培养基
:

(7)M S+ N A A 0
.

2 ; (8 )MS + NA A

0
.

4 ; (9 ) M S + N A A 0
.

8
。

以上培养基均添加 3% 蔗

糖和 0
.

65 % 卡拉胶
,

pH 5
.

8荀
.

2
。

培养温度为(2 5 士

l) ℃
,

光照强度 30 一4 0 林m ol 一
,

·

s
一

, ,

光照时间为

1Z h
·

d
一

l 。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长 1
.

5 cm 左右的侧芽或顶

芽
,

用 自来水流水冲洗 2 0 m in
,

沥干水后用 75 %

的乙醇溶液浸泡 20
5 ,

在超净工作台上再用 0
.

1%

升汞溶液浸泡 1 2 一巧 m in
,

用无菌水冲洗 5 一6 次

后接种到培养基 (l) 中
,

培养 2 0 d 左右
,

侧芽部

位长 出绿色的致密愈伤组织
。

4. 2 愈伤组织的分化及壮苗 把获得的愈伤组织切

成小块
,

接种到培养基(2) 一(6) 中
,

可以看出
,

随

着不同浓度激素配比
,

愈伤组织分化和不定芽启

动生长数有 明显差别
。

在 N A A 浓度不变的情况

下
,

随着 6
一

B A 浓度的升高
,

培养基 (2 )上培养 7

d 左右
,

不定芽即开始萌动
、

生长
,

平均增殖倍

数可达 4
.

0 倍
,

巧 d 后不定芽伸长
,

高约有 2
.

5

c m
,

叶片展开
,

长势 良好
,

并在基部有少量愈

伤组织分化
;
培养基 (3) 平均增殖倍数约达 1

.

8

倍
:
培养基(4) 一(6 )则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

偶有较

粗的不定芽长出
,

但较难长成 良好的不定芽
,

再

转接到培养基(2) 中
,

即可长 出良好的不定芽(图

1
、

2)
。

可见
,

6
一

B A 浓度低 时
,

诱导不定芽生

长效果较好
,

本试验中培养基 (2 )较好
; 6

一

B A 浓

度高时
,

愈伤组织分化较好
,

本试验中培养基(5)

较好
。

继代间隔时间不能超过 S O d
,

否则丛生芽

会发黄
、

死 亡
。

4. 3 生根及移栽 增殖培养的不定芽长到 2
.

5 一3
.

0

c m 高时
,

把不定芽分开转接入生根培养基上
,

光

照培养
。

10 一巧 d 后根系长出
,

2 0 d 后生根率达

80 % 以上
。

培养基(7 )上平均每株长出 1 一2 条白

根
,

根系粗
,

须根少
,

平均根长 4
.

5 c m
,

植株

高
;
培养基(8 )上平均每株长出 3 条左右的根

,

根

系较粗但稍变浅褐色
,

须根较多
,

平均根长 4
.

6

c m
,

植株健壮(图 3) ;
培养基(9) 上 只长出 1 条粗

根
,

须根较少
,

平均根长 4
.

1 c m
。

培养 3 0 d 后
,

株高达 3 c m 左右时
,

移至室外阴棚炼苗 3 一s d
,

洗去根部培养基
,

移栽到砂和 已堆沤腐熟的椰子

壳混合(2 : 8) 的苗床上
,

应特别注意做好保温
、

保

湿 (湿度保持在 80 % 以上 )
、

遮光等管理工作
,

10

d 后长出新根
,

成活率可达 85 % 以上
。

35 d 后移

栽到土壤中
,

自然条件下能正常生长
,

成活率为

1 0 0 %
。

5 意义与进展 红花银桦又称昆士兰银桦
,

是 山

龙眼科常绿乔木
,

原产于澳大利亚
。

在澳大利亚

被广泛应用 为行道树
、

庭园树
。

1 9 6 7 年引进 台

湾
,

深 受群众喜 爱
。

目前
,

香港
、

广 州
、

昆

明均有少量引种
,

均可正常生长及开花
,

园林景

观特性好
。

红花银桦树冠修长
,

叶簇轮廓清晰可

见
,

对栽培土质选择不严
,

十分适宜华南地区作

行道树或庭园观赏树种植
。

目前
,

园林上常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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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花银桦的生根培养

图 1 红花银桦不定芽的诱导

图 2 红花银桦的增殖培养

花树种多数为落叶树种
,

如木棉
、

大叶紫薇
、

红

花羊蹄甲
、

凤凰木等
,

到冬季就一片萧条的景

象
。

凡是开花(特别是红花 )常绿的苗木十分受苗

木生产者和园林绿化部门欢迎
,

而红花银桦为常

绿乔木
,

开红花
,

花期长
,

花量大
,

抗污染能

力强
,

这 些特点使得它将来有着广阔的市场空

间
。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己将红花银桦列入

广州市中期推荐发展行道树种
。

但由于其在澳大

利亚才有种子
,

引进国内只好采取圈枝繁殖方

式
,

不仅繁殖数量少
、

时间长
,

而且培育出来

的苗木主 干不明显
,

分枝过多
,

影响树形
。

采

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
,

可 以周年生产
,

获得

大量的商品苗木
,

从而满足都市园林绿化的需

要
。

红花银桦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国内外尚未

见报 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