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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黄木香的离体培养及其再生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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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野生黄木香茎段为外植体, 探讨了不同生长调节物质对其不定芽诱导、增殖和生根的影响, 并建

立了野生黄木香的高效再生体系。结果表明, 利于野生黄木香分化的诱导培养基为M S+ A gNO 3 3. 0 m göL + 62BA

1. 5 m göL + NAA 0. 5 m göL + 琼脂 6. 5 göL + 蔗糖 30 göL ; 以M S+ A gNO 3 3. 0 m göL + 62BA 1. 5 m göL + NAA

0. 05 m göL + 琼脂 6. 5 göL + 蔗糖 30 göL 为增殖培养基时的增殖效果最好, 增殖倍数为 5. 5; 黄木香高效的再生体

系为 1ö2 M S+ A gNO 3 4. 5 m göL + IBA 0. 2 m göL + 质量分数 0. 2% 活性炭+ 琼脂 4. 0 göL + 蔗糖 20 göL , 其生根

率可达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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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黄木香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

属蔷薇科 (Ro saceae) 蔷薇属 (R osa ch inensis Jacq. )

半常绿攀援性灌木[1 ] , 高可达 6 m。其根系和茎粗

壮, 直立性强, 生长于高山林缘草甸地带, 有较强的

抗寒性及抗病性。经考察、栽培后发现, 其非常适于

用作树月季的砧木。在国内花卉市场上, 树月季因其

稀少和形态的美丽, 市场前景十分看好。近些年来,

随着人们对树月季需求量的逐渐增加, 从而导致其

理想砧木野生黄木香的用量也随之增大。目前, 人们

大都直接从山上采伐黄木香砧木, 而野生黄木香常

规繁殖系数又非常低[2 ] , 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其资源

匮乏、生态破坏。而采用植物组织培养方法快速繁殖

野生木香, 既可以保护自然资源, 又可以满足市场的

需要。但截止目前, 尚未见野生黄木香组织培养的研

究报道。为此, 本试验对生产树月季中应用较多的野

生黄木香茎段进行了离体培养研究, 以期为黄木香

的快速繁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野生黄木香采自河南内乡宝天曼自然保护区。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野生黄木香无菌苗的获得　取当年生带腋

芽的野生黄木香茎段, 流水冲洗 60 m in 后, 用体积

分数 75% 的酒精处理 5 s, 再用体积分数 0. 1% 升汞

溶液表面灭菌 6～ 10 m in, 无菌水冲洗 4～ 5 次, 接

种于诱导培养基上。

1. 2. 2　不定芽诱导分化培养基的筛选　剪去无菌

苗两端已褪色的组织, 将茎段切成 1～ 1. 5 cm 长的

小段, 接种于诱导分化的培养基上, 基本培养基为

M S+ A gNO 3 3. 0 m göL + 蔗糖 30 göL + 琼脂 6. 5

göL , 添加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分别为 62BA 0. 5～ 2. 0

m göL + NAA 0. 1～ 0. 5 m göL , pH 5. 8 , 每瓶接种 1

个茎段, 每个处理共接 30 瓶, 重复 3 次。培养室温度

为 (24±2) ℃, 光强约 2 500 lx, 每天光照 12 h。30 d

继代 1 次。在培养的 5, 11, 21 d 分别观察记录芽的

萌发及丛生芽的生长情况。

1. 2. 3　不定芽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取无菌苗茎尖

接种到增殖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基本培养基为

M S+ A gNO 3 3. 0 m göL + 蔗糖 30 göL + 琼脂 6. 5

göL , 添加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分别为 62BA 1. 0～ 2. 0

m göL + NAA 0. 05～ 1. 0 m göL , pH 5. 8。培养条件

同上, 30 d 继代 1 次。在增殖培养的 5, 11, 21 d 分别

观察丛生苗的增繁、生长等情况。

1. 2. 4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及移栽成苗　切取1. 5～

2 cm 的不定芽接种于生根改良培养基 (1ö2 M S+

A gNO 3 4. 5 m göL + 蔗糖 20 göL + 琼脂 4. 0 göL +

质量分数 0. 2 % 活性碳) 上, pH 5. 8, 培养条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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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生根苗炼苗后, 移到栽培基质 (蛭石+ 珍珠岩+

沙, 其体积比为 1∶1∶1)上继续生长。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野生黄木香不定芽诱导分化培养基的筛选

　　根据本中心实验室的前期研究成果, 确定最佳

的A gNO 3 浓度为 3. 0 m göL , 将无菌外植体接种于

1～ 7 号分化诱导培养基上, 培养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 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中, 1, 2, 3

和 4 号培养基长势较好, 经诱导都能直接长出芽丛,

但 2, 3, 4 号培养基的芽丛长势不如 1 号。在 4 号 30

瓶培养基中, 有 15 瓶发育为丛生芽, 另 15 瓶发育为

愈伤组织, 从而影响丛生芽的增殖倍数。在 3 号培养

基中, 发育的丛生芽基部伴有愈伤组织, 且和丛生芽

竞争营养, 从而影响了丛生芽的生长。1 号培养基的

侧芽 5 d 内即开始陆续萌动, 11 d 时丛生芽长至

0. 1～ 0. 5 cm , 21 d 时长至 0. 5～ 1. 5 cm , 且每个茎

段产生的丛生芽平均有 4. 5 个, 苗势青绿, 生长健

壮, 且有利于继代, 所以 1 号培养基对不定芽的诱导

效果最佳。因此, 野生黄木香外植体的诱导分化应在

62BA 及NAA 共同作用下, 才能形成丛生苗。野生

黄木香诱导分化培养基的最佳配方为M S+ 62BA

1. 5 m göL + NAA 0. 5 m göL。

表 1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野生黄木香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com bination of differen t PGR (p lan t grow n regu lato r) on the induction of

w ild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πs adven tit ious buds

培养基编号
N o.

62BA ö
(m g·L - 1)

NAA ö
(m g·L - 1)

增殖倍数
M ultip li2

cation
m ultip le

不定芽生长情况
Grow th status of adven tit ious buds

1 1. 5 0. 5 4. 5 不定芽再生, 芽丛健壮A dven tit ious buds regeneration and strong

2 2. 0 0. 5 3. 5 不定芽萌动, 伴有愈伤组织 A dven tit ious buds bourgeon ing accompan ied w ith
som e callus

3 1. 5 0. 1 4. 3 不定芽萌动, 伴有少量愈伤组织A dven tit ious buds regeneration accompan ied w ith
few callus

4 1. 0 0. 1 2. 6 一半不定芽萌动, 芽健壮, 其余为愈伤组织 H alf adven tit ious buds regeneration,
strong buds, the left half is callus

5 0. 5 0. 1 0. 6 愈伤组织较松散, 不定芽少 Callus is crum bly tex tu re, few adven tit ious buds

6 0. 5 0. 5 0. 3 不产生愈伤组织N o callus

7 1. 0 0. 5 0. 3 不定芽萌发率低, 愈伤组织较多L ow regeneration rate of adven tit ious buds, m uch
callus

2. 2　野生黄木香不定芽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将不定芽接种于 1～ 7 号增殖培养基上, 培养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野生黄木香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T able 2　Effect of com bination of differen t PGR (p lan t grow n regu lato r) on the m ult ip licat ion of

w ild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πs adven tit ious buds

培养基
编号
N o.

62BA ö
(m g·
L - 1)

NAA ö
(m g·
L - 1)

增殖倍数
M ultip li2

cation
m ultip le

平均
苗高öcm
A verage

heigh t

生长状况
Grow th status

1 1. 5 0 2. 0 0. 1～ 0. 5 不定芽黄色、纤细 Yellow adven tit ious buds, slender

2 1. 5 0. 05 5. 5 2. 5～ 3. 0 不定芽分化率高, 芽丛、幼苗健壮, 叶色深绿H igh differen tiation rate of adven2
t it ious buds, strong buds and young, th ick green leaf

3 2. 0 0. 1 3. 0 2. 0～ 2. 5 不定芽分化率较高, 叶色淡, 长势较好 H igh differen tiation rate of adven tit ious
buds, ligh t leaf, grow vigour is strong

4 1. 0 0. 05 2. 5 1. 0～ 1. 5 不定芽分化率低, 生长慢, 长势弱L ow differen tiation rate of adven tit ious buds,
grow slow ly, grow vigour is w eak

5 2. 5 0. 05 4. 5 1. 0～ 2. 0 不定芽分化率较高, 叶色黄绿, 长势较好 H igh differen tiation rate of adven ti2
t ious buds, yellow 2green leaf, grow vigour is strong

6 2. 0 0. 05 4. 0 1. 5～ 1. 8 不定芽分化率较高, 叶色深绿, 长势较好 H igh differen tiation rate of adven ti2
t ious buds, th ick green leaf, grow vigour is strong

7 2. 0 1. 0 1. 5 1. 0～ 1. 5 不定芽分化率低, 生长慢, 叶色淡绿 L ow differen tiation rate of adven tit ious
buds, grow slow ly, ligh t green leaf

　　由表 2 可以看出, 2 号培养基明显优于其他培

养基, 其增殖倍数最高, 为 5. 5。在 62BA 为 1. 5

m göL , NAA 为 0 时, 丛生苗增殖少且苗势弱, 当加

入0. 05 m göL NAA 时, 丛生苗增殖倍数为 5. 5 (单

瓶最多可达 9 个丛生芽) , 生长势最强, 该组合侧芽

生长 5 d 后, 单个切芽的基部有少量愈伤组织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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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芽丛, 21 d 后产生的丛生芽数目明显优于其

他培养基。随着 62BA 浓度的不断增加, 丛生苗生长

势减弱。若降低 62BA 和NAA 浓度, 丛生苗生长势

也同样减弱。

2. 3　黄木香生根培养基的筛选及移栽成苗

根据本中心实验室前期研究成果, 确定最佳的

A gNO 3 浓度为 4. 5 m göL , 活性炭的质量分数为

0. 2 % , 将单芽接种于 1～ 5 号生根培养基上 (附加

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分别为 IBA 0～ 0. 5 m göL +

NAA 0～ 0. 5 m göL ) , 观察结果 (表 3) 表明, 当

NAA 质量浓度为 0, 而 IBA 质量浓度为0. 2 m göL

时, 其诱导生根效果最为理想。小苗接种到上述培养

基中培养 10 d 后, 个别芽基部产生白色突起, 分化

出根点; 15 d 后, 逐步长出平均约 4～ 6 条白色的

根, 个别可达到 13 条根; 20 d 后根长可达 2 cm 以

上, 可以形成完整的植株。

将诱根培养基中的琼脂用量减少将近一半, 使

其呈半液体状态, 则移栽洗根时不易伤根。30 d 后,

以 3 号生根培养基的生根率最高, 生根率可达

95%。

小苗生长 30 d 后形成了完整的根系, 将其移植

到过渡基质上, 30 d 后小苗成活。
表 3　不同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野生黄木香不定芽生根的影响

T able 3　Effect of com bination of differen t p lan t grow n regu lato r on the roo ting of

w ild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πs adven tit ious buds

培养基
编号
N o.

NAA ö
(m g·
L - 1)

IBA ö
(m g·
L - 1)

接种
苗数ö株
N o. of
shoo ts

inocu la2
t ion

分化
根数ö条
N o. of

differen2
t iated
roo ts

生根率ö%
Rate of
roo ting

诱导生根情况
Inducem ent status of roo ting

1 0. 1 0 30 24 80
15 d 左右开始生根, 20 d 时每株生根 2～ 3 条, 根的粗细一般 Start
roo ting at 15 d, average roo ting N o is 2- 3 at 20 d, like the th ick2
ness of roo ts

2 0. 2 0 30 26 86
13 d 左右开始生根, 20 d 时每株生根 3 条。根粗壮, 呈放射状 Start
roo ting at 13 d, average roo ting N o is 3 at 20 d, strong and radiate
roo ts

3 0 0. 2 30 28. 5 95

10 d 左右开始生根, 15 d 后逐步长出 4～ 6 条白色的根, 25 d 后根变
成褐色。根粗壮, 呈放射状 Start roo ting at 10 d, average roo ting N o
is 4- 6 at 15 d, w h ite, roo ts tu rn brow n at 25 d, strong and radiate
roo ts

4 0 0. 5 30 21 70 20 d 左右开始生根, 25 d 时每株生根 2～ 3 条, 较细弱 Start roo ting
at 20 d, average roo ting N o is 2- 3 at 25 d, slender roo ts

5 0. 5 0 30 26 86
13 d 左右开始生根, 20 d 时每株生根 3 条, 根粗壮, 呈放射状 Start
roo ting at 13 d, average roo ting N o is 3 at 20 d, strong and radiate
roo ts

3　结论与讨论

有关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植物组织培养特性的研

究已有大量报道[3～ 6 ]。本研究表明, 不同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配比及其他诱导因子对野生黄木香的组培有

很大影响, 野生黄木香分化的适宜诱导培养基为

M S+ 62BA 1. 5 m göL + NAA 0. 5 m göL ; 以M S+

62BA 1. 5 m göL + NAA 0. 05 m göL 作增殖培养基

效果最好, 增殖倍数为 5. 5; 利于生根的培养基为

1ö2 M S+ IBA 0. 2 m göL , 生根率达 90 %。

在野生木香的组培中发现, 不定芽有不同程度

的黄化现象, 根据资料[6～ 8 ]分析及预试验, 在不定芽

诱导及增殖阶段使用 3. 0 m göL A gNO 3, 在生根阶

段使用 4. 5 m göL A gNO 3, 对黄化现象有一定的控

制作用。A gNO 3 的使用浓度一般为 1～ 10 m göL , 浓

度过高, 会产生毒害作用, 反而不利于不定芽的再

生[8 ]。

在野生木香的生根阶段, 部分外植体出现褐变

现象, 活性炭可抑制褐变的发生, 同时有促进生长的

作用[7, 9 ]。在生根阶段加入质量分数 0. 2 % 的活性

碳, 对根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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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ltu ring of w ild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in v itro and p lan t regenera t ion system

Y U X iao- l i1,D U M in -hua1, ZHU Hong-m e i2,YANG Ke- j in 1

(1 B iology D ep artm en t of N any ang N orm al U niversity ,N any ang , H enan 473061, Ch ina;

2 D ep artm en t of M anag ing Camp us E nv ironm en t of H enan U niversity , K aif eng , H enan 475001, Ch ina)

Abstract: By tak ing w ild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as exp lan ts, the influence of d ifferen t grow th

regu la t ing sub stances on adven t it iou s budsπs induct ion, m u lt ip lica t ion and roo t ing w as studied, and the re2
genera t ion system of h igh eff iciency on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w as estab lished. T he resu lts suggest2
ed that the best m edium fo r induct ion w asM S+ A gNO 3 3. 0 m göL + 62BA 1. 5 m göL + NAA 0. 5 m göL + a2
gar 6. 5 göL + sucro se 30 göL ; the best m edium fo r the m u lt ip lica t ion w as M S+ A gNO 3 3. 0 m göL + 62BA

1. 5 m göL + NAA 0. 05 m göL + agar 6. 5 göL + sucro se 30 göL , and the m u lt ip lica t ion m u lt ip le w as 5. 5; the

regenera t ion system of h igh eff iciency on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w as 1ö2 M S+ A gNO 3 4. 5 m göL +

IBA 0. 2 m göL + 0. 2% act ivated carbon+ agar 4. 0 göL + sucro se 20 göL , and the roo t ing ra te w as 95%.

Key words: w ild R osa banksiae f. lu tescecs V o ts. ; adven t it iou s buds; rap id p ropagat ion; p lan t grow th

regu la 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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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农业研究》由教育部主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 是全面反映我国干旱、半干旱及湿润易旱

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新成果、新理论、新技术及国外有关最新研究进展的学术性期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主要刊登有关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易旱地区的旱农耕作与栽培、土壤营养与植物

水分、农业节水、资源开发利用、旱区生态建设、植物抗逆生理、干旱类型与对策及国外旱农动态等内容。以旱

作农业为重点, 重视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灌溉农业的发展; 应用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并重是本刊的主

要特色。适合广大从事旱农研究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生产管理工作者和农林及有关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为农业科学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首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期

刊方阵”期刊。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中国期刊网、

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及俄罗斯《文摘杂志》等国内外多家检索系统收录, 连续多年进入“影响因子、被引

频次最高的中国科技期刊 300 名排行表”。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国内外公开发行, 刊号。双月刊, 逢单月 10 日出版。国际大 16 开本, 230 页, 每期定

价 10 元, 全年 60 元。欢迎新老读者及时到当地邮局 (所)订阅。邮发代号: 52297。漏订者可直接汇款至编辑

部补订。

编辑部地址: 陕西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校区甲 17 号信箱, 邮编: 712100;

电话 (传真) : (029) 87082121; E2m ail: yangy@nw suaf. edu. cn

网址: h t tp: ööGHDQ. ch inajou rnal. net. cn; h t tp: ööghdqnyyj@periodica ls. net. cn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欢迎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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