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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尾巨桉 ‘T13’ ( Eucalyptus uorphy lla ×E. grand is) 是尾叶桉与巨桉的杂交种。作者对其进行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

旨在为其广泛应用和种质资源的试管保存提供基础。

于生长季节在福建省漳州市林业组培中心采穗圃取尾巨桉 ‘T13’的半木质化嫩枝 , 去除叶片 , 剪成单芽茎段 ,

用自来水冲洗 15 m in, 015%洗衣粉溶液浸泡 15 m in, 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将材料分别放入无菌塑料空杯中 , 每杯放

15～20个 , 75%酒精浸泡 30 s, 011%的升汞消毒 10～12 m in, 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5次 , 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诱

导腋芽萌发和增殖继代的基本培养基为改良 MS (硝酸铵减为 1 /3, 简称 EU ) , 生根的基本培养基为 1 /2MS, 附加不

同浓度的 BA、 IBA、NAA、活性炭 (AC) , 蔗糖 3% , 琼脂 510 g·L - 1 , pH 610。诱导培养利用室内自然散射光 (不

开灯 ) , 增殖继代、壮苗生根培养 , 光照 12 h /d, 光强 1 500～2 000 lx, 温度 (26 ±3) ℃, 环境湿度 40% ～70%。

结果与分析
将外殖体接种在 EU +BA 115 mg·L - 1 (单位下同 ) + NAA 012、EU + BA 110 + NAA 012、EU + BA 015 + NAA

012的诱导培养基中 , 培养诱导 30 d。结果表明 , 3种培养基均能诱导切段膨大产生愈伤组织 , 以 EU +BA 015 +NAA

012效果最佳 , 15 d后切段基部开始膨大并陆续出现愈伤组织 , 同时腋芽萌动 , 40 d后芽苗长至 115 cm。把获得的无

菌芽苗接种于增殖培养基中 , 每 25 d继代 1次。结果表明 , 以 EU +BA 015 +NAA 012综合增殖效果最好 , 每个外植

体可产生 4～5个芽 , 易于转接 ; 以 EU +BA 210 +NAA 012的增殖系数最大 , 但芽苗细弱 , 且连续培养多代之后芽苗

叶片变尖、叶形扭曲 , 产生变异苗。BA对不定芽的增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随 BA浓度增加其增殖系数增大。

把有 3～4个芽苗的增殖团块接种于添加 AC的继代壮苗培养基中 , 每 18～23 d继代 1次 , 结果表明 , 在没有植

物生长调节剂的 EU中添加 011% ～013%的 AC对壮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但是连续培养 4～5代后丛生芽苗开始退

化 , 变得非常细弱 , 因而在生产工艺上要及时补充增殖芽的数量。

把经过继代的高 ≥115 cm、茎粗 110 mm的再生芽苗接种于生根培养基 , 培养 8～9 d后茎基部开始膨大 , 10～

12 d陆续长根 , 15 d后 3种培养基均可诱导生根。根白色健壮 , 长 1～2 cm, 每株有 4～5条 , 生根率达 95%以上。

把已长根的试管苗移入温室炼苗 2～3 d, 取出洗净培养基 , 移栽在装有木屑 +五色土 (体积比 2∶1) 的基质中 ,

前 10 d每天喷水 3～4次 , 之后适量浇水 , 每 7 d浇灌 011%的 N、P、K进口复合肥 1次 , 培养 50～60 d即可出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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