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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对麝香百合组培继代苗的影响 

林贵美， 李小泉， 李朝生， 韦华芳， 邹 瑜， 陈 霞， 张进忠 
(广西植物组培苗有限公司，南宁530007；广西农业科学院，南宁530007) 

摘要：在保种培养基基础上，改变植物激素6．BA浓度配制不同的培养基，对麝香百合继代苗进行继代培养；通过 

对继代苗生长情况的统计学分析，显示了高浓度6-BA对小鳞片分化、对小鳞茎外围次生小鳞片的形成都有抑制 

作用，特别是对小鳞茎植株的生长高度有严重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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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6一BA on growth in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f lilium longiflorum 

LIN Gui—mei，LI Xiao—quan，LI Chao—sheng，WEI Hua—fang， 

ZOU Yu，CHEN Xia，ZHANG Jin·zhong 

(Ouangxi Plant Tissue Culture Co ，Nanning 530007，China；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n Jng 530007，Chine)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6-BA on the growth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f Lilium 

Iongiflorum．By the statistic analyses，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high level of 6-BA restr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bulb scale segments of Lilium Iongiflorum，especially，the height of plant of b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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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百合(Lilium longiflorum)为百合科百合属 

植物，属多年生鳞茎类球根花卉；叶散生，披针形， 

花单生或2—3朵，喇叭形，极香，含有芳香油，可作 

香料；常用于盆栽和庭院栽培供观赏。自Robb首 

次报道百合的组织培养后⋯，国内已有不少学者 

对百合组培进行研究，其外植体的选择也多样化， 

在对百合叶片诱导与分化的研究中，据报道，一定 

浓度范围内6．BA有利于百合叶片直接形成小鳞 

茎状突起，进一步形成不定芽 -4j。以麝香百合茎 

段水培法形成的珠芽为外植体，添加 6一BA的初始 

培养基能诱导出丛生芽 j。以百合鳞片作为外植 

体，添加1．0 mg／L的6-BA启动培养基能有效地诱 

导鳞茎芽的形成 J。虞泓 在研究大百合的离体 

快繁和鳞茎诱导也有类似的结果，但在其增殖继代 

培养基中附加的6-BA激素浓度减小，在两种外植 

体法高频再生麝香百合系统中 J，当启动培养基 

6-BA浓度达到 1．8 mg／L时，鳞片诱导分化芽开始 

受到抑制，随浓度增加，诱导率急剧下降。本试验 

应用添加6-BA的培养基对麝香百合保种继代苗 

进行生长培养，旨在探讨经过启动培养基培养出来 

的麝香百合是否由于外源激素的积累而使之在其 

继代培养中可以不必再增添外源激素，此也为寻找 

工厂化育苗节约成本的有效方法，同时，也为减少 

麝香百合外源激素积累，为其走人国际市场奠定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麝香百合来自广西植物组培苗有限 

公司保种培养组培苗。 

在原有保种培养基成分上改变6-BA的浓度， 

配制成培养麝香百合继代苗的不同培养基；原培养 

基为MS ：MS+6一BA 0．3 mg／L(单位下同)+白 

糖30 g／L+琼脂 4 g／L，小鳞茎和小鳞片分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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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定为：(1)CK：MS】，(2)MS +6一BA 0．5，(3) 

MS1+6一BA 1．0，(4)MS1+6一BA 2．0；以上培养 

基各加白糖 3O L、琼脂4g／L；pH值5．8，121 oC高 

温灭菌20 min；培养温度为(25～27)℃，光照强度 

3O～40 I~molm～s～，光照时间 12 h／d。 

在无菌条件下，将继代苗小鳞茎上的小鳞片分 

下来，直接接种到(1)一(4)号培养基，共设4个处 

理，重复2次；中心芽也直接接种到(1)～(4)号培 

养基，每处理2个重复。 

应用SPSS统计软件对小鳞片形成的小鳞茎块 

数、诱导系数、中心芽节间伸长的长度、中心芽外围 

形成的次生小鳞片数等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观察结果 

培养 10 d后观察，小鳞片保持活性，基部以上 

无明显形状变化，其基部出现大小不等的白色小突 

起，未见生根现象。中心芽抽出新芽生长，节间明 

显伸长、变绿，未见生根。 

培养 30 d后观察，小鳞片仍然保持活性，与接 

种时无明显形状变化 ，基部生长的小突起(次生小 

鳞茎)明显增大，有的次生小鳞茎生长出嫩芽(最 

长为 3 cm)；不同培养基中已长出嫩芽的次生小鳞 

茎数排列顺序为：(1)>(2)>(3)>(4)号培养 

基。中心芽抽出的新芽生长为叶片，明显变长、变 

绿，未见生根，不形成次生小鳞茎；中心芽发育生长 

的植株其粗壮度和高度随培养基的变化明显不同， 

其大小顺序为(1)>(2)>(3)>(4)号培养基； 

形成的次生小鳞片数以(1)号培养基生长最多，其 

他培养基生长的无明显差别。 

2．2 不同培养基生长的小鳞片分化影响 

表 1为培养30 d后小鳞片生长情况的观察结 

果。从表 1中可看出，小鳞片分化率随培养基 6一 

BA浓度增加而逐渐降低。以SPSS统计软件工具 

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培养基间方差为 

35．792，培养基内方差为4．652，F=7．739，F>Fo．0】 

= 5．29，说明不同培养基对小鳞片的次生小鳞茎分 

化率差异是极显著的。 

采用最小显著极差法(LSR法)中的新复极差 

检验(SSR)进行不同6-BA浓度培养基对小鳞片分 

化影响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表 1 小鳞片在不同培养基中分化情况 

Table l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s on 

induction of shoots from bulb seales 

培养基 次生小鳞茎数 分化率 平均分化率 

Culture Secondary Proliferation Average of 

medium bulb(个) rate(％) proliferation rate(％) 

注：T1～T4代表(1)一(4)号培养基；小写、大写字母分别代表 

在 P=0．05、P=0．01的差异显著性和差异极显著性。 

NoteT1 to T4 ~presents NO 1 to NO 4 culture medium．Lowercase 

and capitalletterrepresent differences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P 

= 0 05 and P=0．01 by SSR multiple range test respectively． 

表 1显示了在 a=0．05水平，4种不同 6-BA 

浓度的培养基培养效果差异是显著的，在 a=0．01 

水平，未添加6-BA的培养基与其他添加6-BA的3 

种培养基差异达到极显著，T 与T4也达到极显著 

水平，T 与 T3、T，与 T4无显著差异。 

2．3 不同培养基培养的小鳞茎生长影响 

表2显示了麝香百合组培苗生长高度随培养 

基6-BA浓度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特别是 T 培养的 

组培苗，其高度将近是最高浓度6-BA培养基(T ) 

生长的2倍；次生小鳞片以T 最多，其他 3种差异 

不明显；对小鳞茎生长高度统计分析，F：32．036 

>F。
．。 ，说明不同6-BA含量的培养基培养的小鳞 

茎生长高度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图 1展示了不 

同培养基培养的麝香百合，从左至右依次为T 一 

1r4培养的效果，未添加 6一BA的T 其苗生长状况最 

佳，苗表现粗壮、高大，随6-BA浓度增加，生长的 

苗逐渐变细、变矮。表明高浓度6一BA可能对继代 

麝香百合组培苗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同时也影响其 

次生小鳞片的形成。 

多重比较分析表明：T 与 T：、T，和 T4培养效果 

差异极显著，T 与T，、T。与 T4不显著，Tz与 T4也达 

到极显著水平(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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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小鳞茎在不同培养基中生长情况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s on growth of bulb 

注：T1一T4代表(1)一(4)号培养基；小写、大写字母分别代表 

在P=0．05、P=0．叭 的差异显著性和差异极显著性。 

Note：T1 to T4 represent NO 1 to NO 4 culture medium．Lowercase 

and capital letter represent differenc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05 and P=0．01 by SSR multiple range test respectively． 

图1 继代百合苗在不同6-BA浓度培养 

基中生长变化情况 

Fig．1 Effects of 6-BA concentration on growth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f Lilium longiflorum 

3 小结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高浓度的6一BA对麝香 

百合继代苗的培养是不利的，降低了小鳞片分化率、 

减少了小鳞茎的次生小鳞片形成，严重影响小鳞茎 

植株的生长。6一BA是一种细胞分裂素，其作用主 

要是促进细胞分裂和细胞体积扩大，可能由于继代 

培养苗内长期积累及难以利用 6．BA及其代谢中 

间物，对植株各项生理参数表现出恶化趋势，谢绍 

萍在研究甜菊愈伤组织生长分化发现 6．BA在0．1 
～ 2．0 mg／L能有效地诱导芽的发生，但高浓度则 

抑制芽的发生 J。从植物生理学角度及分子水平 

研究外源6．BA是如何负面影响植物生长，目前文 

献存在不同的观点，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本试 

验结果认为：在培养麝香百合继代苗应该尽量少用 

或不用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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