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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大百合(Cardiocrinum giganteum)。 

2材料类别 鳞茎鳞片及试管苗叶片、茎和根切段。 

3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1)芽诱导培养基： 

MS+6一BA 4 mg．L (单位下同)+NAA 0．1+3％蔗糖： 

(2)芽条增殖培养基：MS+6．BA 3+NAA 0．1+3％蔗 

糖；(3)生根培养基：MS+6．BA 2+NAA 0．5+3％ 

蔗糖；(4)试管鳞茎的诱导培养基：MS+NAA 

0．03+TA(卅烷醇)0．2+9％蔗糖。培养温度为 

(22±2)℃，光照 12 h．d～，光照度为2 000 1x。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芽的诱导和增殖 将经过消毒处理的无菌鳞片， 

切成大小为 1 cm~1 cm的切块，接种于培养基(1) 

上。20 d左右，鳞片变绿、长大。约 50 d始 

分化不定芽，4—7个．块～，分化率达 l O0％。 

长约0．5 cm的茎切段(即着生肉质鳞片的短缩地下 

茎)，在培养基(1)上，4—9 d变绿，94 d分化不 

定芽，分化率约 50％，每块10个芽左右。将单 

个芽接入培养基(1)，约2O d，在芽基部切口处 

产生新的不定芽2—6个不等。将试管苗的根切成 

长约1．5 cm的切段，培养在MS+KT 1O+IAA 

1O+3％蔗糖的培养基上，l9 d，在根尖、根切 

口及根中段处长出颗粒状绿黄色愈伤组织，诱导 

率达81％：49 d长出不定芽，1—2个 ．段～。试 

管苗叶片切段在培养基(1)上，76 d分化丛芽， 

5 个 ．段～，分化率70％。叶柄切段在培养基(1) 

上，62 d分化丛芽，芽产生在两头切口处，下 

切口分化芽更好，4个 ．段～，分化率33％。以 

上各外植体诱导出的不定芽转接在培养基(2)上进 

行增殖，30 d增殖率约为 1：4，符合大百合快 

繁的要求。 

4．2生根培养和试管鳞茎的诱导 将株高约5 cm的 

芽条，接种在培养基(3)上，约 15 d芽条开始生 

根，培养 30 d，生根率在95％以上，可用于炼 

苗移植。将基部膨大、直径约0．4 cm的试管苗， 

放在培养基(4)上培养，约49 d，试管鳞茎直径 

可达 1．6 cm左右，可直接用于移植。 

4．3移栽 将试管苗和试管鳞茎移入消毒过的基质 

(腐叶土2份+生黄土l份)上，移后浇透水，注 

意遮荫、保湿，并逐渐增加通风时间。试管鳞 

茎成活率可达100％，试管苗成活率也在90070以上。 

5意义与进展 大百合为百合科大百合属，试材产 

于云南省云龙县漕涧分水岭(海拔2 900 m)，植株 

粗壮、高大，有开花多达40朵的总状花序，花 

狭喇叭状，白色基部具淡紫色条纹或条斑，十分 

美丽，并散发淡淡芳香，具观赏价值。大百合 

果实可用于治咳喘病等，还可作中药马兜铃的代 

用 “，鳞茎富含淀粉和 lO多种营养成分【 ，可 

以食用，这些特性都有待人们开发利用。大百合 

的地理分布不同与其生长发育习性相关。大百合 

是百合科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资源[31，其野生资源 

已遭严重破坏，组培快繁的成功，为保护和持续 

利用这一野生物种提供了技术和途径。大百合的 

组织培养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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