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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冬青(Ilex chinensis Sims)，别名四季

冬青。

2 材料类别 顶芽和带腋芽的茎段。

3 培养条件 芽诱导培养基：(1) MS+6-BA 1.0

mg·L-1 (单位下同)+NAA 0.05；增殖培养基：(2)

MS+6-BA 0.5+NAA 0.05；生根培养基：(3) 1/2MS

(MS大量元素减半)+NAA 0.4。以上培养基均添加

0.6% 琼脂粉，蔗糖除生根培养基为 25 g·L-1 外，

其余均为30 g·L-1，pH 5.8。培养温度(25±2)℃，

光强约为40 mmol·m-2·s-1，光照时间为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芽的诱导 10 月上旬，剪取冬青生长健壮的

枝条，流水冲洗30 min。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75% 的乙醇处理30 s，无菌水冲洗2~3 次，再用

0.1% 的 HgCl2 溶液灭菌15 min，无菌水冲洗4~5

次。切成 1.0 cm 左右的带腋芽茎段，接种于培

养基(1)上。培养14 d 后，腋芽开始萌动；20 d

后，腋芽开始伸长，萌发率为 5 3 . 3 %。

4.2  增殖培养  将诱导的腋芽新梢切下，转接到培

养基(2)上。20 d 左右，新梢上的腋芽开始迅速

生长，并形成芽丛。30 d 后接种于相同培养基

上，新形成的芽丛生长迅速，长势旺盛。每30 d

将增殖的腋芽进行转接，增殖系数可达 4.8。

4.3  生根与移栽  切取增殖阶段的无菌苗，接种到

生根培养基(3)，30 d后长出白色健壮的根系。生

根率达83.3%，平均每苗根数2.3，根长可达3.5~

4.0 cm。将根系发达、植株健壮的瓶苗移到自然

光下炼苗 1 周，洗净根部培养基，移栽到蛭石和

泥炭土的混合基质中，前期适当遮阴，并保持较

高的湿度，成活率为 8 0 % 。

5  意义与进展  冬青为冬青科冬青属常绿乔木，枝

叶繁茂，葱郁如盖，果熟时红若丹珠，经冬不

落，是优良的庭院观赏和绿化树种；其材质坚韧

致密，可制作工艺品；叶、树皮、种子及根可

供药用，具有抗菌和清热解毒等功效。常规播种

繁殖，种子有隔年发芽的特性，生长缓慢，且

种子繁殖后代性状分离，不能保持母本的优良性

状。采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冬青种苗快速繁殖，

对冬青的推广利用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尽管冬

青属其他种植物的组织培养已有报道，如苦丁茶

冬青(I. latifolia，王桂文等1995)、巴拉圭茶(I.

paraguariensis，Sansberro等1998)、金叶日本冬

青(I. crenata，李登中2004)等，但冬青(I. chinensis)

的离体培养与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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