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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王百合雄性不育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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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王百合雄性不育突变种质材料白天使小鳞茎的鳞片为外植体 ,接种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

配比的 NAA 、6-BA 的 MS培养基上 ,进行诱导 、继代增殖及生根培养 ,探讨不同因素对白天使离体

快繁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质量浓度配比对王百合雄性不育突变种质材料白

天使的离体快繁会产生较大影响。最适诱导培养基为 MS+6-BA 2.0mg/L +NAA 0.4mg/L ,最

适不定芽继代增殖培养基为 MS+6-BA 1.0mg/ L+NAA 0.2mg/L ,最适生根培养基为 1/2 MS+

NAA 0.2mg/L ,生根率可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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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 ,主

要分布在亚洲东部 、欧洲 、北美洲等北半球温带地

区 ,是全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之一 ,深受人们的喜

爱。但其花粉量大 ,花粉色素多 ,粘着力强 ,易产生

花粉污染 ,影响花的美观;同时在鲜花应用过程中还

会污染人的皮肤 、衣服等。目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还限于人工摘除花药 ,切花成本增加[ 1] 。因此 ,培育

出雄性不育百合 ,减少花粉污染 ,已成为百合的一个

重要育种目标。另外 ,雄性不育在遗传育种上也有

重要应用价值。为培育雄性不育百合 ,减少花粉污

染 ,北京农学院和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合作 ,通过

辐射王百合种球 ,并进行鳞片扦插 ,创造出雄性不育

突变种质材料白天使
[ 2]
,并经 DNA 鉴定为真突变

体 ,白天使经鳞片扦插形成无性系 。

百合繁殖通常采用扦插 ,但是采用鳞片扦插 ,容

易腐烂 ,而且在长期的营养繁殖过程中 ,由于病毒积

累而影响品质 ,通常会造成品种退化。采用组织培

养的方法既可以脱去目标病毒 ,又可以快速繁殖[ 3] 。

鉴此 ,研究了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雄性不育

突变种质材料白天使不定芽诱导和增殖的影响 , 旨

在探索其离体培养技术 ,为百合雄性不育突变品系

进一步扩繁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从经过60 Coγ辐射诱导的王百合鳞

茎(辐射剂量为 1GY 、2G Y 、3GY 、4GY 、5G Y )[ 2]

筛选出的雄性不育突变体白天使 。材料来源于中国

农科院蔬菜花卉所 。

1.2　方法

选取健康 、无病的供试白天使鳞茎 ,用自来水冲

洗 2 h 后 , 用 75%的酒精浸泡 20 s , 再用 0.1%

HgC l2 消毒 5min ,接着用无菌水冲洗 5次 ,用无菌

滤纸吸干 ,切取内部幼嫩鳞片接种于诱导培养基内 ,

每瓶 4块鳞片。30d后取其分化出的不定芽转入增

殖培养基中 ,每瓶 4 个。20 d后观察结果并取幼芽

转入生根培养基上 。

1.3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24±3)℃;光照时间 10 ～ 12 h/d ,光

照强度 1 000 ～ 1 500 l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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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培养基

由于类生长素(NAA)较生长素(IAA)更为稳

定 、高效 ,所以本试验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不

同质量浓度梯度的 NAA 和 6-BA ,设计了 10 种培

养基配方 ,作为诱导培养基 、继代培养基。NAA 、

6-BA质量浓度组合见表1。生根培养基选用1/2 MS

为基本 培养 基 , 并 分别 附 加 NAA 0.1mg/L 、

0.2mg/ L、0.4mg/L。其中 ,琼脂6g/ L ,蔗糖30 g/L ,

pH 值为 5.8 ～ 6.2。

　　表 1　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配比 mg/ L　

培养基编号 6-BA NAA

1 1.0 0.1

2 1.0 0.2

3 1.0 0.4

4 1.5 0.1

5 1.5 0.2

6 1.5 0.4

7 2.0 0.1

8 2.0 0.2

9 2.0 0.4

10 0 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百合不

定芽诱导的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和配比对百合的组织培

养效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常用的 6-BA 质量浓度为

0.4 ～ 2.0mg/L , NAA 常 用 浓 度 为 0.1 ～ 0.5

mg/L[ 4-14] 。由表 2可以看出 ,虽然 6-BA 对不定芽的

诱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但促进效果并不是随

6-BA质量浓度增大而增大 ,其同时也受NAA质量浓

度的制约。当 6-BA 质量浓度为 1.0mg/ L 时 ,随着

NAA质量浓度的增大 ,诱导率呈下降趋势;当 6-BA

质量浓度为 2.0mg/L 时 ,随着 NAA质量浓度的增

表 2　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
百合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诱导芽数/个

13d 16d 19d 22d
芽诱导率/ %

1 2 6 4 8 50.0

2 4 6 10 15 43.8

3 2 3 4 4 32.5

4 2 2 2 3 22.5

5 2 4 4 7 42.5

6 0 0 2 7 22.5

7 0 0 2 3 12.5

8 0 2 2 2 15.0

9 2 4 7 9 55.0

10 2 2 3 5 16.3

加 ,出芽率呈上升趋势 。而当 6-BA 质量浓度为

1.5mg/ L 时 ,芽诱导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这

与陆春霞的研究结果稍有不同[ 9] 。王刚等[ 1 0] 报道 ,

6-BA/NAA 介于 5∶1和 10∶1之间时 ,兰州百合

芽诱导率较高 。综合来说 , 9号培养基 ,即添加6-BA

2.0mg/ L 和 NAA 0.4mg/L 的 MS 培养基对辐射

后的白天使鳞片诱导不定芽效果最佳 。

2.2　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百合不

定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当 6-BA 质量浓度由 1.0

mg/ L增大到2.0mg/L 时 ,不定芽的增殖倍数反而降

低 ,这与兰州百合等品种相似 ,与台湾新铁炮百合相

反
[ 10]
。2号培养基 ,即 6-BA 为 1.0mg/ L , NAA 为

0.2mg/L时增殖倍数最高 ,而芽长势稍弱 ,但无细弱

淡黄幼芽 ,故 MS+1.0mg/L 6-BA +0.2mg/L NAA

为最佳增殖培养基 。

表 3　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百合
不定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平均芽长/ cm 增殖倍数

1 0.2 2.00

2 0.2 3.75

3 0.3 1.00

4 0.2 0.75

5 0.15 1.75

6 0.1 1.75

7 0.2 0.75

8 0.3 0.50

9 0.1 1.50

10 0.3 1.25

2.3　不同质量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百合诱

导生根的影响

将长势良好的丛生芽切成单株转移到生根培养

基中进行生根培养 。20 d后 , NAA 0.2mg/ L 的培

养基内芽生根率达到 100%, 明显高于 NAA

0.1mg/ L 和 NAA 0.4mg/L 处理 ,且根比较粗壮 ,

质量较好。可见 ,并不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质量浓度

越大生根效果越好 ,这可能是由于在不定芽生根过

程中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内源激素 ,从而抑制了外加

激素的效果 。

3　结论与讨论

以百合雄性不育突变种质材料白天使小鳞茎的

鳞片为外植体 ,将其接种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

的 MS培养基上观察其诱导和增殖效果 ,筛选出适合

其离体培养的最佳诱导 、继代 、生根培养基 。诱导培

养基:MS+6-BA 2.0mg/L +NAA 0.4mg/L;继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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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培养基:MS+6-BA 1.0mg/L+NAA 0.2mg/L;生

根培养基:1/2MS+NAA 0.2mg/L。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最佳配比对百合鳞茎的诱导

和增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对植物生长调节剂配

比的要求又随着其内源激素水平的变化而变化。通

过本试验发现 ,雄性不育突变种质材料白天使鳞茎

组织培养对植物生长调节剂质量浓度的要求与未经

辐射的王百合材料相比略有变化 ,主要表现在经过

辐射后的材料在诱导 、生根培养基上对生长素的需

求更高
[ 15 , 16]

。这可能是由于生长素的合成是植物

对辐射最敏感的反应之一 ,辐射会引起生长素分子

的氧化以及对生长素合成产生破坏 ,从而减少了自

身生长素的量 ,因此需要外源生长素加以补充 。本

试验的最佳生根培养基对生长素的需求量与未处理

过的材料相比也略有提高[ 15 , 16] ,但有研究认为 ,辐

射对根尖生长素含量的影响不明显
[ 17]
,这与本试验

结果略有不同。此外 ,辐射效应还会通过细胞核作

用于植物染色体 ,引起其结构的变化 ,而组织培养物

对外源激素水平的要求也随着植物染色体结构的不

同而不同 ,具体的关联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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