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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初始诱导得到的山苍子［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Ｌｏｕｒ）Ｐｅｒｓ］幼苗进行继代培养试验。试验共设计３种培养基：

改 良 ＭＳ＋６－ＢＡ　０．５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改良ＭＳ＋６－ＢＡ　０．８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改良ＭＳ＋６－ＢＡ　１．０

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２种切割方式，进行４代培养，研究 生 长 调 节 剂、继 代 次 数 和 切 割 方 式 对 山 苍 子 继 代 增

殖的影响。结果以改良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培养基比较适宜山苍子的继代培养，当ＮＡＡ浓

度为０．２ｍｇ／Ｌ时，增殖率随６－ＢＡ浓度的增加而增大，愈伤组织逐渐减少，６－ＢＡ浓 度 为１．０ｍｇ／Ｌ时 增 殖 率 最

高，苗木生长效果最好；继代到第４代时，山苍子增殖率明显高于 前３代，增 殖 苗 长 势 良 好 有 活 力；以２～３个 丛

芽块的接种方式接种效果优于单芽接种，增殖率可达到３．５７，芽苗叶色浓绿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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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苍子［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Ｌｏｕｒ）Ｐｅｒｓ］，又 名 山 胡

椒，木姜子，是樟科木姜子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珍贵

芳香油料植物。木姜子属植物全世界共有２００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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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我国主要分布于

长江流域，其中以福建、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分布

最多［１］。山苍子果皮可以提取精油，利用于化工及食

品行业；其核仁油亦是重要的木本油料，可以替代进

口椰子油，应用价值及市场前景广阔［２，３］。山苍子适

生性广、耐瘠薄等特点有利于退耕还草及石漠化工程

治理，生 态 效 益 显 著［４］。由 于 山 苍 子 以 种 子 繁 殖 为

主，品种良莠不齐，其组织培养技术的探究可以提供

优质苗木，保障种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
我国有学者对山苍子组织培养快速繁殖育苗技术进

行了相关研 究，其 中 孙 雁 霞［５］、赵 佐 敏［６］、钟 东 洋［７］、
马嵩坚等［８，９］对 山 苍 子 外 植 体 材 料、基 本 培 养 基、生

长调节剂等方面进行的诱导培养研究均取得一定的

成果，但是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们在山苍子

外植体初始诱 导 研 究［１０］的 基 础 上，又 进 行 了 山 苍 子

继代培养的芽增殖效果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和方法

　　通过初始诱导得到长势良好的诱导苗后，以改良

ＭＳ培养基 为 基 本 培 养 基，附 加 不 同 生 长 调 节 剂６－
ＢＡ、ＮＡＡ进行试验，３０ｄ后对瓶苗生长情况进行观

察，研究不同生长调节剂对继代培养的影响。共设计

３个方案进 行 试 验。方 案１为 改 良 ＭＳ＋６－ＢＡ　０．５
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方案２为 改 良 ＭＳ＋６－ＢＡ
０．８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方案３为改良 ＭＳ＋６－
ＢＡ　１．０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

　　继代培养过程中对材料采用单芽和２～３个丛生

芽２种切割方式进行接种，培养基保持一致，观察研

究材料的不 同 切 割 方 式 对 山 苍 子 继 代 增 殖 的 影 响。
同时，还使用相同培养基对山苍子进行继代培养，研

究不同继代代数对山苍子增殖效果的影响。

１．２　培养条件

　　继代培养在室温度保持（２５±２）℃条件下进行，
白天附加１８００Ｌｘ人工光照１２ｈ。各种培养基分别

附加蔗糖４０ｇ／Ｌ，琼脂４．８ｇ／Ｌ。ｐＨ值５．８，培养基

分装之后 在１．１ｋｇ／ｃｍ２高 压、１２１℃高 温 下 灭 菌２０
ｍｉｎ。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长调节剂对山苍子继代增殖的影响

　　将初始培养获得的无菌苗转接到３种不同浓度

６－ＢＡ的增殖培养基中，方案１，２，３的继代增殖率分

别是２．２、２．４和２．６，平均苗高分别是１．３ｃｍ、１．４ｃｍ
和１．４ｃｍ；方案１的愈伤组多，生长一般，叶色正常；

方案２的愈伤组较多，生长一般，叶色正常；方案３的

愈伤组较少，生长良好，叶色正常。实验结果表明生

长调节剂对 山 苍 子 继 代 培 养 的 存 在 着 不 同 的 影 响。

在ＮＡＡ浓度 为０．２ｍｇ／Ｌ条 件 下，增 殖 率 随６－ＢＡ
浓度的增加而增大，愈伤组织逐渐减少，生长状况逐

渐好转。当６－ＢＡ浓度为１．０ｍｇ／Ｌ时，增殖率达到

２．６，茎基部 没 有 出 现 明 显 的 庞 大 现 象，整 体 生 长 良

好，由此得出３号培养基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２
ｍｇ／Ｌ的生长调节剂配比较适宜山苍子的继代培养。

２．２　继代次数对山苍子继代增殖的影响

　　实验进行４次继代培养，采用单芽的接种方式，

均采用改良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２ｍｇ／Ｌ
继代 培 养 基 进 行 培 养，３０ｄ进 行 观 察 统 计。结 果 继

代次数为１时，单株最大增殖芽数为４，平均增殖 率

２．３，苗木叶色正常，愈伤组织小，苗木尖削度大，高生

长受抑制，节间短；继代次数为２时，单株最大增殖芽

数为５，平均增殖率２．４，苗木少部分枯死，苗高１．１
～３．０ｃｍ，平均苗高１．５ｃｍ，生长状况一般；继代次数

为３时，单株最大增殖芽数为７，平均增殖率２．５，苗

木叶色正常，有生活力，苗高１．１～３．５ｃｍ，平均苗高

２．０ｃｍ，生长良好；继代次数为４时，单株最大增殖芽

数为８，平均增殖率２．９，苗木叶色浓绿，有生活力，较
多芽开始萌发，侧芽生长比丛生芽好，节间较长，长势

良好。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山苍子继代增殖率也呈

逐渐 提 高 的 趋 势。第１代 苗 木 增 殖 率 最 低，仅 有

２．３，第４代苗木增殖率最高，达到２．９，第２代和第３
代增殖率相差不大。单株最大增殖芽数与增殖率随

继代代数变化规律一致，单芽个数随继代次数增加而

递增。就苗木生长状况而言，第１代苗木的生长较缓

慢，愈伤组织小，苗木节间短；第２代苗木的生长状况

一般，有部分苗木枯死；第３代苗木生长良好，叶色正

常有生活力；到第４代时苗木长势好，节间较长，叶色

浓绿，有生活力。

　　继代培养过程中第１～３代的增殖率缓慢递增，

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到第４代增殖率才明显高于前３
代，由此看出 继 代 次 数 对 山 苍 子 增 殖 率 具 有 一 定 影

响。由于继代代数的增加，６－ＢＡ的积累导致组织中

细胞分裂素浓度增加，从而增加苗木细胞分裂速度，

增殖率得以提高；而继代代数不同，苗木幼态化程度

不同，随着继代代数增加，苗木幼态化程度逐渐提高，

而幼态化程度越高，苗木分化能力越强，因而苗木生

长质量也越好。增殖率随着继代代数增加而相应增

加的现象，是６－ＢＡ浓度与苗木幼态化两个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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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切割方式对山苍子继代增殖的影响

　　采用不同切割方式对山苍子进行继代培养，培养

基均为改良 ＭＳ＋６－ＢＡ　１．０ｍｇ／Ｌ＋ＮＡＡ　０．２ｍｇ／

Ｌ，３０ｄ后进行观察。结果接种３０ｄ后，单芽的增殖

率为１．２９，平均苗高２．０ｃｍ，２～３个丛芽块接种的增

殖率为３．５７，平 均 苗 高２．７ｃｍ。芽 苗 增 殖 和 平 均 苗

高都是２～３个丛芽块切割方式的效果较好。原因可

能是山苍子在增殖培养时在切口的基部产生较多愈

伤组织，在愈伤组织上产生很多隐芽，采用单芽接种

时，对材料的切割会切去大块的愈伤组织，从而损失

部分隐芽，因而 增 殖 培 养 效 果 受 到 很 大 影 响（图１）。
因此在山苍子继代增殖培养过程种采用２～３个丛芽

块进行接种可获得更好的增殖效果。

　　图１　单芽（Ａ）和２～３个 丛 芽 块（Ｂ）切 割 方 式 的 继 代 增

殖效果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ｎ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ｕｄ（Ａ）ａｎｄ　２～３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ｕｄｓ（Ｂ）

３　结束语

　　本次实验比较不同６－ＢＡ与ＮＡＡ浓度配比对山

苍子继代培养的影响，在ＮＡＡ浓度为０．２ｍｇ／Ｌ条

件下，增殖率随６－ＢＡ浓度的增加而增大，愈 伤 组 织

逐渐减少，６－ＢＡ浓度为１．０ｍｇ／Ｌ时增殖率最高，苗

木生长效果最好；继代到第４代时，增殖率明显高于

前３代，增殖苗长势良好有活力；以２～３个丛芽块的

接种方 式 接 种 效 果 优 于 单 芽 接 种，增 殖 率 可 达 到

３．５７，芽苗叶色浓绿效果最好。本次试验低于孙雁霞

等［５］在山苍子快繁技术体系研究中得出最大月增殖

系数达到７．７的试验研究，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可能

是试验材料的品种不同，继代时间也不一致，从而出

现的增殖率不尽相同。本次试验继代的时间还比较

短，下一步将在保证继代苗质量的同时获得更高增殖

率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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