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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藤通常指棕榈科白藤属 (Calamus L．)植物，该植物茎的商品名字称藤条，具 

有广泛的甩途，主要用于编织藤器、家具和各种用具及工艺品，它是热带地区的一种经 

济价值很高的植物。 

省藤通常用种子繁殖，但种子数量很有限，且容易丧失发芽力。由于热带雨林的严 

重破坏， 省藤的品种及数量越来越少，有被灭绝的危险。而且，省藤同一品种的植株之问 

个体差异较大，不易得到均一的后代。棕榈科有230属约2650种， 目前只有椰子[1—3：、 

海枣[4—6：、油棕等(7一B]的组织培养获得成功，其他少见报道。省藤属植物的组织培 

养，在所查阅到的文献中，未见有正式报告。下面报道我们用省藤 两 个 新 种；云南省 

藤[9)和倒卵果省藤[9)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的一部份结果。 

材 料 与 方 法 

1．棱物材料 供试品种为云南省藤 (Cctlamus “ 0̈en S．J．Pei et S．Y． 

Ghen)和倒卵果省藤 (C．obovoideus S．J．Pei ct S．Y．Chen)。采成熟果实，取 

种子用水洗干净，吸干表面的水分，浸于7O 乙醇中30—6O秒钟，然 后 用0．1 氯化汞 

表面消毒1 0分钟左右，无菌水冲洗 4— 5次，将种子置于含不同附加物的培养基上萌发 

成幼苗，取无菌苗的茎尖、叶鞘、叶片、叶柄及根的切段供试验。 

2．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试验过MS： 、ERQ1=、B 【12]培养基，根据实验要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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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包括 BA、ZT、IAA、NAA， 2，4一D等，蔗糖浓度 3 ， 

琼脂O·65~。培养基经121℃，15磅灭菌15分钟。接种后放在25℃±2℃的培养室 中 暗 

培养或照光培养，每天光照14~j,时，光强为1000烛光左右。 

结 果 与 讨 论 

1．省藤不同组织和器官对培养的反应 云南省藤和倒卵果省藤的不 同组 织 和 器 官 

(包括茎尖、芽鞘、叶片、叶柄和根)对培养的反应，我们进行了比较试验，实验结果 

觅表 l。茎尖接种在MS+1．0～2．5rag／1 13A+0．5—1．5 rag／1 IAA (或NAA)上，培 

养 3周后，外植体切口开始形成愈伤组织，4O天后观察，可见茎尖基部膨大，同时顶端 

伸长，并抽出叶鞘和心叶，6O天左右，茎尖基部四周逐渐形成新的芽或多芽体 (图 1)， 

其频率达87．5 。接种的叶片 (包括未展开的幼嫩叶)、 叶柄切段，在 MS+O．2 mg／l 

BA+O．5—2．0rag／1 ZT 4-3 g／l NAA 4-0．2 rag／1 2，4一D或 ER培养基器加 10rag／1 

2．4一D和低浓度的KT与 Zip，均未诱导出愈伤组织 (少数外植体的切 口有一薄层愈伤 

组织)，也投有器官分化。但幼嫩的芽鞘切段，在 MS+1．0 rag／1 13A+2．0 rag／1 ZT+ 

1．0mg／l NAA上培养90天后，有少数外植体可 分 化 出 芽。在MS一1和 ER一1培养基 

(表 1)上培养的的根切段 (粗约 1 ram)，有的在表面产生少许愈伤组织，有少数 外 

植体长出 1— 2条根，但投有芽的分化。从本实验可见，省藤不同组织和器官之问，植 

株再生能力有明显的差异， 以茎尖的分化和再生能力最强，可形成新的芽和丛芽。两个 

植物种对培养的反应，未见明显差别。 

表 l 省藤不同器官和翊缎的培养反应 

TaMe I Motphoget3e L Jc re~por,ses 0f different organ and tissue cultum 0f Calamtt~obovoideus 

差 凳 MS+BA2．5+IAA1 0 16 

cot—buds 

芽 鞘 MS 4-BA1．0+ZT2．0 4-NAAI．0 l0 

bud she．ath 

叶 片 讶 MS一1’ 

af 0e蛐  ER一1“ 

叶 柄 讶 段 MS一1‘ 

b f stalk ER一1” 

根 讶 段 MS一1‘ 

∞ ∞ 日 ER—l” 

20 

24 

2o 

18 

20 

25 

- MS一1 I MS+BAO．2+ZTo．5+NAA3．0+ 2．4-Do．2 

·· E1R一1{ER(大量)+MS(其它)+KT0．2 aip L．0+2，4一Dlo．o培彝60天后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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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埘 承纪等：省幞组 培养帕植栋 

匿 } }·由茎尖培 养物形 成 的多芽作 ；2．由单芽发育 的多芽苗 ：3．移赦^ 土酗小 植株 

Fig 1 l slmot—buds formed from shoot l】p c l：ure I 2 mu!t~p!e shoot—buds developin~ 

ft e出。 ud， 3．p1a~tlet of tvan~q- 。poise4 soil． 

2．激素对丛芽的诱导和增殖的影响 

在对不同器官和组织进行培养实验的基础上，我们比较了不同激素及其各种组合对 

茎尖形成丛芽的影响，实验结果列于表 2。从表 2可见，BA和IAA适当组合， 都 可 诱 

导产生芽或丛芽，在试验浓度范围内，随着细胞分裂索浓度的增加，明显地刺激丛芽的 

形成 (图 1)。一般培养6O天左右，茎尖外植体顶端仲长，并从其基部形成的质地致密 

的组织块上产生多芽体，平均每块外植体产生 5— 7个芽，多者可达12以至17个芽。在 

高浓度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上，芽的数量较多，但芽的长度较短。为了获得较健壮的芽 

条，我们在MS+2 rag／1 BA+0．5 mg／l IAA的培养基中再添加0．5 r̈g／1 ZT和 0．1 rag／1 

NAA，在这个培养基上既能产生一定数量的芽条，又能使芽条生长较快。在无 激 素 的 

培养基上，茎尖不能产生丛芽。由此可见，激素对丛芽的形成是必要的条件，丛芽的形 

成和发育是受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平衡所调控的。这与一些研究者(6-7：在椰子、油 

棕组织培养中曾指出激素对植株再生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 

省藤的继代培养与增殖，一般可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将丛芽从基部切分成单芽， 

转到同样的分化培养基上，经 6—7周的培养，又能从这些芽的基部产生次级丛 芽。 另 
一 种方法是把芽条基部的组织块切下，分割成0．3一O．5 cm的切段，接种在继代培养基 

上．经 2个月后又能从组织块上产生新的芽或丛芽。一般每块外植体能增殖 4— 5个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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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植枷激素对省藤茎尖培养物形成芽的影响’ 

T~ble 2 E1％ct { hytohormones otl shoot—buds{ormation from shorn一 cultures In Colomu~ mln。n。n3{s 

t1． MS基车堵井基培井eo天观察。 * MS bali medium for 6o days in culture 

5．小檀株的发育 

将芽条或丛芽从含较高细胞分裂素的培养基上转至较低浓度的生长培 养 基：MS+ 

O．5 mg／l BA十0．2 rag／1 KT+0．05—0．1 mgll NAA 上，芽的生长被促进， 丛芽伸长 

较快。当芽条长到 5 clrl以上，开始展叶时，则转到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困 省 藤 幼 

苗叶片较大， 如不及时转管，贝町影响叶片的伸展。试验表明，生根培养基用 MS大量元 

素的半量，并附加 0．5 rag／1 IBA和 0．25 活性炭，生根效果较好，一般 3— 4周可生 

根，生根率80％以上，每苗 2— 5条根，根 肉质，粗 1 mill右左。生根后的苗即可移栽， 

用摄子小心地把小苗取出试管，注意不要把幼苗的根碰断，用水冲去根部的培养基，栽 

入含营养土的塑料袋或盆中，置适当遮荫的地方，喷雾保湿，半个月后可恢 复 正 常 生 

长，一批小植 物已移裁成活，生长发育正常。 

棕榈科植物与木本植物一样，分化比较困难。本研究主要采用茎尖作为外植体，通 

过产生多芽体的途径，再生大量植株，对于省藤优良品种的快速繁殖和种质保存，提供 

了一种有用的手段。 

馥谢 本研究承蒙陈三阳先生据供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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