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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植物黄栌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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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黄栌的当年生嫩枝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簇生芽诱导, 对黄栌的快繁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诱导

簇生芽时, 在M S+ 62BA 2. 0 m göL + NAA 0. 2 m göL 培养基上的诱导效果较好, 分化率达 100 % ; 继代培养时, 以

M S+ 62BA 1. 0 m göL + KT 0. 5 m göL + NAA 0. 1 m göL 培养基的增殖倍数最高, 达 11. 8 倍; 再生苗在 1ö2 M S+

NAA 0. 1 m göL 培养基上生长良好; 在炼苗中, 移栽基质以蛭石+ 森林土较好, 其有助于小苗的后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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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栌 (Cotinus cog gy g ria Scop. ) 属于漆树科

(A narcard iaceae) 黄栌属 (Cotinus) 落叶灌木或小乔

木, 其树冠圆形, 树皮暗灰, 小枝紫褐色, 被蜡粉, 单

叶互生, 通常倒卵形, 叶片紫红色而且色泽鲜艳, 具

有独特的彩叶树性状。初夏花后, 有淡紫色羽毛状伸

长花梗宿存于树梢, 成片栽植时, 远望宛如成缕罗纱

萦绕林间, 如烟雾笼罩, 故又有“烟树”之称[1, 2 ]。进入

深秋, 黄栌树叶变为红色, 北京的“香山红叶”便因此

得名,“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也是其真实写照。黄

栌的独特色彩和优美华贵的树型、叶型、花型, 优于

紫叶李、红叶小檗、美人梅等彩叶绿化树种, 近年来

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更加广泛, 有些地方在郊区山

地、水库周围营造大面积的黄栌风景林, 或作为荒山

造林先锋树种用于营林[1, 2 ]。传统的繁殖方法多采用

埋根或扦插方式, 不仅成苗周期长, 而且出苗量少,

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满足生产的需求。关于观赏植物

黄栌的快繁技术研究还未见报道。本研究以黄栌的

当年生嫩枝茎段为外植体, 对黄栌的快繁技术进行

了研究, 以期为黄栌种苗的规模化生产提供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来源

　　试验材料为采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植物引

种驯化基地的 5 年生黄栌植株, 其生长良好, 且无病

虫害。

1. 2　外植体的选用

通常使用的外植体为茎尖、茎节、花蕾等。但黄

栌花蕾外植体分化较为困难, 周期也长; 茎尖的取材

受到一定限制 (特别是在母本稀少的情况下) , 外植

体的灭菌强度也较难掌握, 故本试验采用 1 年生茎

节为初始培养的外植体。

1. 3　茎节外植体的灭菌处理

取黄栌当年生嫩茎 (长 8～ 10 cm ) , 剪去小叶后

进行灭菌。灭菌流程为: 洗衣粉液浸泡 20 m in→流

水冲洗至清→体积分数 70 % 酒精浸泡 30 s→无菌

水冲洗 1 m in→50 göL 次氯酸钠液浸泡 15 m in (或

25 göL 次氯酸钠溶液浸泡 25～ 30 m in) →无菌水漂

洗 3 次 (每次 1 m in)。

1. 4　试验方法

1. 4. 1　不同激素配比对黄栌簇生芽分化的影响　

基本培养基为M S+ 蔗糖 30 göL + 琼脂 6 göL + V c

2. 5 göL , pH 5. 0, 其中再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 62BA

(设 1. 0, 2. 0, 3. 0, 4. 0 m göL 4 个质量浓度梯度) 和

NAA (设 0. 0, 0. 1, 0. 2 m göL 3 个质量浓度梯度) 作

为簇生芽分化的培养基, 然后将消毒处理后的嫩茎

切成 0. 5～ 1. 0 cm 的带节小段, 接种在诱导培养基

上进行培养观察[3, 4 ]。

1. 4. 2　不同激素配比对黄栌再生嫩茎增殖的影响

　基本培养基为M S+ 蔗糖 30 göL + 琼脂 8 göL ,

pH 5. 0, 其中再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 62BA (0, 0. 5,

1. 0, 2. 0 m göL ) , KT (0, 0. 5, 1. 0, 2. 0 m göL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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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 (0. 05, 0. 10, 0. 20 m göL ) 作为再生嫩茎增殖

培养基; 将初代培养所得的簇生嫩茎切成 1 cm 长的

小段, 转入增殖培养基上培养, 4 周后观察, 并统计

结果。

1. 4. 3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黄栌生根的影响　以pH

5. 0 的 1ö2 M S+ 蔗糖 30 göL + 琼脂 8 göL 为基本

培养基, 其中再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NAA (0. 05,

0. 10, 0. 20 m göL )和 IBA (0, 0. 5, 1. 0 m göL )作为生

根培养基[5 ]; 将继代培养所得的嫩茎切下转入生根

培养基中培养, 20 d 后观察。

以上培养基均在 0. 15 M Pa 压力和 121 ℃条件

下灭菌 20 m in。培养温度为 (20±2) ℃, 每日光照

14 h, 光照强度 2 000 lx。每个处理重复 5 次。

1. 4. 4　小苗移栽　当生根培养的小苗根长为1. 5～

2. 0 cm 时, 将其带瓶移入大棚炼苗 7 d, 移栽前 3 d

用 50 % 可湿性多菌灵 800 倍液喷浇灭菌, 幼苗种植

基质有蛭石+ 森林土和泥炭+ 珍珠岩两种, 每种基

质中 2 种材料的体积比均为 1∶1。每种基质栽植小

苗 1 000 株。

2　结果与分析

2. 1　激素配比对黄栌簇生芽分化的影响

　　试验发现, 黄栌 1 年生嫩茎切段分化能力较强,

培养 2 周后从茎节处逐渐分化出幼芽, 30 d 后每节

小段的簇生芽数为 4～ 6 个, 长约 1. 5～ 3. 5 cm。由

表 1 可知, 在M S + 62BA 2. 0 m göL + NAA 0. 2

m göL 培养基中, 簇生芽的分化数量最多, 质量最

好, 分化率达 100 % ; 当培养基中 62BA 的添加量为

2. 0 m göL ,NAA 为 0 时, 其分化率亦达 90%。但随

62BA 和NAA 添加量的增加, 分化率随之降低, 当

62BA 为 4. 0 m göL , NAA 为 0. 2 m göL 时, 分化率

降到最低, 仅为 10%。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黄栌簇生芽分化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 t com binations of ho rmones on the differen tia t ion of cluster shoo ts of Cotinus cog gy g ria

62BA ö
(m g·L - 1)

NAA ö
(m g·L - 1)

接种块数
N o. of inocu2

lat ions

分化数
N o. of adven ti2

t ious bud

分化率ö%
D ifferen tia2

t ion rate

1. 0 0. 0 30 18 60. 00

1. 0 0. 1 30 15 50. 00

1. 0 0. 2 30 20 66. 67

2. 0 0. 0 30 27 90. 00

2. 0 0. 1 30 26 86. 67

2. 0 0. 2 30 30 100. 00

3. 0 0. 0 30 24 80. 00

3. 0 0. 1 30 23 76. 67

3. 0 0. 2 30 16 53. 33

4. 0 0. 0 30 8 26. 67

4. 0 0. 1 30 6 20. 00

4. 0 0. 2 30 3 10. 00

2. 2　不同激素配比对黄栌再生嫩茎增殖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 增殖培养结果因激素配比不同而

异, 嫩茎增值倍数随细胞分裂素浓度的增加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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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m göL 培养基的增殖倍数最高, 达到 11. 8 倍, 且

芽苗生长健壮。
表 2　不同激素培养基对黄栌再生嫩茎增殖的影响

T able 2　P ro lifera t ion effect of cu lt ivation m edia w ith differen t ho rmones on tender stem of Cotinus cog gy g ria

62BA ö
(m g·L - 1)

KT ö
(m g·L - 1)

NAA ö
(m g·L - 1)

接种块数
N um ber of
inocu lations

4 周后苗数
N um ber of
seedling 4

w eek s late

增殖倍数
M ultip lication

of shoo t

0. 5 0 0. 05 50 147 2. 94

1. 0 0 0. 10 50 411 8. 22

2. 0 0 0. 10 50 420 8. 40

0 0. 5 0. 05 50 109 2. 18

0 1. 0 0. 10 50 213 4. 26

0 2. 0 0. 20 50 428 8. 56

0. 5 0. 5 0. 05 50 302 6. 04

1. 0 0. 5 0. 10 50 591 11. 80

2. 0 0. 5 0. 20 50 336 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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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Continued T ab le 2

62BA ö
(m g·L - 1)

KT ö
(m g·L - 1)

NAA ö
(m g·L - 1)

接种块数
N um ber of
inocu lations

4 周后苗数
N um ber of
seedling 4

w eek s late

增殖倍数
M ultip lication

of shoo t

0. 5 0. 5 0. 05 50 302 6. 04

0. 5 1. 0 0. 10 50 430 8. 60

0. 5 2. 0 0. 20 50 289 5. 78

0. 5 1. 0 0. 05 50 368 7. 36

1. 0 1. 0 0. 10 50 412 8. 24

2. 0 1. 0 0. 20 50 315 6. 30

1. 0 0. 5 0. 05 50 234 4. 68

1. 0 1. 0 0. 10 50 412 8. 24

1. 0 2. 0 0. 20 50 208 4. 16

0. 5 2. 0 0. 05 50 310 6. 20

1. 0 2. 0 0. 10 50 196 3. 92

2. 0 2. 0 0. 20 50 102 2. 04

2. 0 0. 5 0. 05 50 234 4. 68

2. 0 1. 0 0. 10 50 195 3. 90

2. 0 2. 0 0. 20 50 102 2. 04

2. 3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黄栌生根的影响

表 3 结果表明, 以 1ö2M S+ NAA 0. 1 m göL 培

养基的生根效果最好, 每个嫩茎生根 3～ 5 条, 长约

2～ 3 cm , 生根率达 100 %。
表 3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黄栌生根的影响

T 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 t ho rmone com binations on the roo ting of Cotinus cog gy g ria

NAA ö
(m g·L - 1)

IBA ö
(m g·L - 1)

接种块数
N um ber of
inocu lations

平均生根块数
M ean of roo ts
fo r radication

生根率ö%
Rate of

radication

0 0 50 34. 3 68. 6

0 0. 5 50 42. 4 84. 8

0 1. 0 50 35. 6 71. 2

0. 1 0 50 50. 0 100. 0

0. 1 0. 5 50 41. 6 83. 2

0. 1 1. 0 50 31. 2 62. 4

0. 5 0 50 41. 2 82. 4

0. 5 0. 5 50 28. 4 56. 8

0. 5 1. 0 50 36. 8 73. 6

1. 0 0 50 30. 1 60. 2

1. 0 0. 5 50 19. 8 39. 6

1. 0 1. 0 50 15. 4 30. 8

2. 4　2 种基质对小苗移栽的影响

于生根小苗培养 15 d 后, 对生长健壮的试管苗

进行炼苗移栽。移栽后浇一次定根水, 以后保持基质

见干见湿, 温度保持在 20 ℃左右, 初期适当遮荫。移

栽后约 15 d 的缓苗期过后, 植株发出新根开始正常

生长。试验所用的 2 种混合基质对炼苗成活率的影

响差异不显著, 但对小苗后期生长速率有影响。蛭石

+ 森林土和泥炭+ 珍珠岩的平均苗高分别为 18. 4

和 11. 5 cm (30 d 后)。由此可见, 蛭石+ 森林土基质

更适于小苗的生长。

3　结　论

黄栌组织培养过程中, 62BA 与NAA 的浓度配

比对外植体的诱导具有显著影响。在分化培养阶段,

M S+ 62BA 2. 0 m göL + NAA 0. 2 m göL 对簇生芽

的诱导效果较好, 分化率达 100 % ; 在继代增殖培养

阶段, 以M S+ 62BA 1. 0 m göL + KT 0. 5 m göL +

NAA 0. 1 m göL 增殖倍数最高, 可达 11. 8 倍。

NAA 对黄栌芽分化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但

对根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 再生嫩茎在 1ö2M S+

NAA 0. 1 m göL 培养基上生长发育良好。再生后的

完整植株苗形美观, 色泽深绿, 移栽后生长旺盛。在

炼苗过程中, 选择蛭石+ 森林土 (体积比为 1∶1) 基

质可加速其后期生长, 利于试管苗的成活及生长。

褐化是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这是

由于外植体中的多酚氧化酶被激活, 细胞的代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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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发生变化, 酚类物质被氧化后产生的棕褐色醌类

物质逐渐扩散到培养基中, 抑制了其他酶的活性, 对

培养材料有毒害作用所致[6, 7 ]。但本研究试验过程中

并未发现褐化现象, 其原因可能与植物种类及外植

体的部位、生理状况、培养条件等有关[8 ] , 这些尚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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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p id p ropaga te ion techn ic fo r o rnam en ta l of Cotinus cog gy g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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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ood to induce clu ster shoo t of Cotinus cog gy g ria du ring tenderstem cu ltu re by u sing

M S+ 62BA 2. 0 m göL + NAA 0. 2 m göL , and the differen t ia t ion ra te of shoo t can reach abou t 100%. T he

p ropagat ion speed is up to 11. 8 t im es that of genera l in cu lt iva t ion by u sing M S+ 62BA 1. 0 m göL + KT

0. 5 m göL + NAA 0. 1 m göL. T he effect of roo t ing from rebu ilded stem is bet ter in 1ö2 M S+ NAA 0. 1

m göL cu lt iva t ion m edium. T he verm icu lite + w ood so il (1∶1) is bet ter t ran sp lan t ing sub stra tum in ac2
clim at iza t ion stage, and it is good fo r the sm all seedlings.

Key words: Cotinus cog gy g ria; t issue cu ltu re; cu ltu re m edium ; ho rmone com b inat ion; acclim at iz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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