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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仙的离体培养及植株再生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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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将中国水仙鳞茎接种于不同浓度的 MS培养基上 ,实验结果表明 MS + 6 - BA 3. 0 mg/ L + NAA 0. 01 mg/ L 对

小鳞茎的分化效果最好 ;带鳞茎盘的鳞茎片最容易分化 ;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1/ 2 MS + NAA 011 mg/ L + IBA 0. 03

mg/ L + AC 0. 3 %. 该实验为中国水仙的繁殖生产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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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of the 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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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bulb of Narcissus tazetta L . var. chinesis Roem were cultured in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 The result showed as follows : The optimal culture media was MS + 6 - BA 3. 0

mg/ L + NAA 0. 01 mg/ L for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dventitious bulb. Bulb with tray gave the high2
est differentiation rate , 1/ 2 MS + NAA 0. 1 mg/ L + IBA 0. 03 mg/ L + AC 0. 3 % was the best media for dif2
ferentiation of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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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仙 ( Narcissus tazetta L. var. Chinesis

Roem)又被称为 : 春云、金盘玉盏等。是石蒜科水

仙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具球状鳞茎 ,原产地中国

漳州地区[1 ] 。为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 ,花素雅清

香 ,人们喜欢用它作“岁朝清供”的年花。水仙花耐

寒性强 ,在早春开花 ,在温暖地带可散植在草地、树

坛、景物边缘或花坛。我国栽培的漳州水仙 ,因球

大 ,花多等优点而闻名世界 ,销售遍及全国并行销

国际市场。此外 ,水仙有药用价值 ,其花还可提取

香精 ,为高级香精的原料[2 ] 。由于水仙分球繁殖率

较低且易产生退化 ,为此 ,我们探寻出能够加速其

繁殖的组织培养的方法 ,为水仙的繁殖生产提供一定

的技术参考 ,中国水仙的组织培养技术尚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中国水仙鳞茎

112 　方法

将水仙鳞茎除去干缩的鳞茎皮及根 ,在流水下

冲洗干净 ,放入 75 %酒精中消毒 30 s ,再放入 011 %

升汞中消毒 6 min ,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5 次。将

消毒好的鳞茎切为上部的鳞茎片、中部的鳞茎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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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鳞茎盘的鳞茎片 3 部分 ,每部分切成 110 cm ×

115 cm 大小的块体 ,分别接种于 2 种激素组合的培

养基上进行小鳞茎的诱导和分化 (每瓶 2 块外植

体) 。培养基附加蔗糖 3. 0 % ,琼脂 0. 7 % ,pH 5. 6 ,

培养温度为 (18 ±1) ℃,每天光照 16 h ,光照强度 1

500 lx. 然后将诱导分化的芽体进行继代培养 ,在

蔗糖、琼脂浓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观察 ,在不同的

激素浓度培养基中对比芽的分化及生长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1 　鳞茎的诱导及分化

在 MS + 6 - BA 3. 0 mg/ L + NAA 0. 01 mg/ L , MS

+ 6 - BA 2. 0 mg/ L + NAA 0. 01 mg/ L 这 2 种激素组

合的培养基上进行芽的诱导分化。外植体接种 5 d

后 ,开始膨大 ,在培养基 MS + 6 - BA 3. 0 mg/ L +

NAA 0. 01 mg/ L 上的外植体 10 d 后变绿 ,12 d 基部

有白色愈伤组织长出 ,20 d 后带鳞茎盘的鳞茎片长

出小鳞茎 ,25 d 后中部的鳞茎片长出小鳞茎 ,40 d

后上部的鳞茎片长出小鳞茎。在培养基 MS + 6 -

BA 2. 0 mg/ L + NAA 0. 01 mg/ L 上的外植体 13 d 后

变绿 ,15 d 基部有白色愈伤组织长出 ,25 d 后带鳞

茎盘的鳞茎片长出小鳞茎 ,30 d 后中部的鳞茎片长

出小鳞茎 ,50 d 后上部的鳞茎片长出小鳞茎。从接

种后第 50 d 的观察结果看 (表 1) ,不同部位的鳞茎

片分化小鳞茎的能力为 :带鳞茎盘的鳞茎片 > 中部

的鳞茎片 > 上部的鳞茎片。培养基MS + 6 - BA 3. 0

mg/ L + NAA 0. 01 mg/ L 诱导小鳞茎效果最好 ,形成

的鳞茎数也最多 ,且生长旺盛。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小鳞茎分化的影响

Tab1 1 　Impact of hormones on proliferation of bulb of Warcissus

激素组合/ (mg·L - 1) 鳞茎部位 接种块数 总鳞茎数 平均每块的芽数

MS + 6 - BA 3. 0 + NAA 0. 01 上部鳞茎片 12 8 0. 6

中部鳞茎片 12 16 1. 3

带鳞茎盘的鳞茎片 12 36 310

MS + 6 - BA 2. 0 + NAA 0. 01 上部鳞茎片 12 6 0. 5

中部鳞茎片 12 10 0. 8

带鳞茎盘的鳞茎片 12 20 1. 7

212 　鳞茎芽的培养

把分化后的鳞茎纵向切割 ,接种到 MS + 6 -

BA 3. 0 mg/ L + NAA 0. 01 mg/ L 培养基上培养 (每瓶

1 个鳞茎) ,30 d 后小鳞茎长粗 ,转绿 ,并长出鳞茎

芽 ,生长旺盛。鳞茎直径平均 0. 5 cm ,鳞芽平均高

4. 2 cm.

213 　根的诱导

继代培养出的鳞茎芽高 4. 0 cm 左右 ,将其分

别转接于 1/ 2 MS + IBA 011 mg/ L + AC 013 % ,1/ 2

MS + NAA 011 mg/ L + AC 013 % ,1/ 2 MS + NAA 011

mg/ L + IBA 0103 mg/ L + AC 013 % 这 3 种激素组合

的培养基上进行诱导生根。转接后第 15 d 的统计

结果 (表 2) :在 3 种培养基中植株均能生根 ,单独

采用 NAA 比单独使用 IBA 效果好 ,NAA 于 IBA 配

合使用效果最佳 , 1/ 2 MS + NAA 011 mg/ L + IBA

0103 mg/ L + AC 013 %培养基根诱导率达 90 % ,且

根系生活力强 ,易栽培。

表 2 　激素对生根的影响

Tab1 2 　Impact of hormones on rooting of Narcissus

激素组合/ (mg·L - 1) 接种苗数 生根苗数 生根率/ % 平均根数 平均根长/ cm平均苗高/ cm

1/ 2 MS + IBA 0. 1 + AC 0. 3 % 10 7 70 4 1. 04 5

1/ 2 MS + NAA 0. 1 + AC 0. 3 % 10 8 80 6 2. 45 7

1/ 2 MS + NAA 0. 1 + IBA 0. 03 + AC 0. 3 % 10 9 90 10 3. 36 9

214 　炼苗与移栽

将已生根的再生植株先打开瓶盖练苗 5 d 左

右 ,洗去培养基 ,移栽于经过消毒的砂质土中 ,保持

温度在 25 ℃以下 ,湿度在 85 %以上 ,并盖遮荫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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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率可达 94 %.

3 　讨论

不同部位组织产生小鳞茎的能力差异很大 ,通

常以具有鳞茎盘的鳞茎片产生小鳞茎最快、最多。

随培养时间延长 ,小鳞茎逐渐形成 ,并不断增加。

水仙最适宜的气温条件是平均温度在 18 ℃,在 pH

值为 5. 6 的沙质土中生长良好[3 ] ,根据其生长习

性 ,来调节培养条件 ,使水仙快速繁殖 ,并解决水仙

种苗退化 ,带病毒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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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富硒烟叶还可以通过富硒土壤上种植烟草获

得 ,但我国仅有湖北恩施和陕西紫阳两个富硒区 ,

地域受限未用。土壤加硒烟草植株吸收效果不

佳[17 ] 。

综上所述 ,叶面喷施硒微肥是一种经济有效的

提高烟叶硒含量的方法 ,并且在田间也容易做到 ,

若与其它叶面肥混合施用 ,不需增加劳动力 ,还可

以提高烟叶的产量 ,使烟叶中硒的含量平均达到

316μg/ g 以上 ,达到了出口富硒烟叶的标准 ,为生

产富硒香烟提供了广阔前途。喷施硒微肥应在烟

叶成熟期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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