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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桉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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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柳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ｓａｌｉｇｎａ）成年优株萌条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了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利用截干的方式，可获得最佳的促萌效果，萌芽率１００％，平均萌芽数３８。３月下旬为柳桉组培的最佳外植体
获取时间。半木质化枝条为最佳外植体选择。ＭＳ＋６－ＢＡ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０５ｍｇ·Ｌ－１为柳桉初代诱导的最
佳培养基，萌芽率６６６７％。改良ＭＳ＋６－ＢＡ１０ｍｇ·Ｌ－１＋ＩＢＡ００２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０５ｍｇ·Ｌ－１为柳桉增殖培
养的最适培养基，增殖系数５４４。改良ＭＳ＋６－ＢＡ００１ｍｇ·Ｌ－１＋ＩＢＡ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２ｍｇ·Ｌ－１为柳桉生
根的最佳培养基，生根率９５％以上，平均根数９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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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ｓａｌｉｇｎａ），桃金娘科桉树属高
大乔木，原产澳洲，是适生于受近海洋影响的亚热带

以及夏季多雨气候环境的一个典型树种［１］。桉树

是短周期工业原料林的首选造林树种之一，但其不

同种、种源和家系之间在生产量、适应性与抗逆性上

相差较大［２，３］。为了选择适宜四川地区栽培的速生

抗逆耐寒桉树品种，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于２０１０

年从澳大利亚引进 ２０个桉树品种 ７１个种批号种
子，育苗后在四川绵阳、合江、茂县等地营建了区域

引种试验林［４］。结果表明柳桉在多地的生长均表

现出快速、抗逆、耐寒等特点，发展前景广阔。为解

决其优良种苗问题，林科院组培中心自２０１３年起从
引种试验林中筛选优良单株为材料，开展了柳桉组

培快繁技术研究，并取得成功。



１　试验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在绵阳梓潼柳桉 ３ａ生人工林中选择树干通

直、高大粗壮的优良单株，经促萌处理后，采集优株

萌条为外植体进行试验。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促萌技术研究

通过环割、砍口、截干等不同措施对选出的优良

单株进行促萌处理（共３６株）。研究不同处理方式
对萌条萌发的影响，处理后观察萌芽情况，统计萌芽

率，找出适宜的促萌技术，试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处理方式对优树促萌的影响

处理
措施

萌芽率
（％）

平均萌
芽数

植株生长情况

截干 １００ ３８ 伤口处产生愈伤组织，后从皮部萌芽，
萌条生长迅速，健壮。

砍口 ０ ０ 在伤口处形成愈伤，最后伤口闭合，无
萌条产生。

环割 ６０ ３０．６

环割宽度在５ｃｍ以下的，伤口长出愈
伤组织后，逐渐愈合，无萌条产生；环割
宽度达到８ｃｍ以上，萌条萌发，但环割
部位以上的植株主体生长势大大减弱。

萌芽率（％）＝萌发植株数／处理的总植株数 ×
１００

平均萌芽数 ＝萌发的总枝条数／处理的总植株
数

１．２．２　最佳取材时间筛选
在３月下旬、７月中旬、１２月下旬分别采集了柳

桉优株萌条，进行统一的试验处理，消毒时间为

７５％酒精２０ｓ，０１％ＨｇＣｌ２５ｍｉｎ，接种于ＭＳ培养基
上，每处理接种３０管，重复３次。培养３０ｄ后统计
萌芽率、污染率、褐化率，确定优株采条的最佳取材

时间。试验结果见图１。
污染率（％）＝污染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总

数×１００
褐化率（％）＝褐化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总

数×１００
萌芽率（％）＝萌发的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总

数×１００

图１　不同取材季节对柳桉外植体初代诱导的影响

１．２．３　最佳生理状态外植体筛选
取柳桉优树萌条茎段，分为幼嫩、半木质化、木

质化３种外植体进行统一的消毒处理培养，接种于
ＭＳ培养基上，每处理接种３０管，重复 ３次。培养
３０ｄ后统计萌芽率、污染率、褐化率，确定优株采条
的最佳生理状态。试验结果见图２。

图２　不同生理状态外植体对柳桉初代诱导的影响

１．２．４　初代诱导培养基的筛选
将柳桉带芽茎段接种于表２所示初代诱导培养

基上，筛选出适合柳桉顶芽、腋芽萌发的最适培养

基。每处理接种３０管，重复３次。培养３０ｄ后统计
萌芽率和生长状况。试验结果以 ＤＰＳ统计软件进
行方差分析、新复极差检验和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

表２ 初代培养试验结果

处理 基本培养基
６ＢＡ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ｍｇ·Ｌ－１）
基部愈伤
组织程度

萌芽率
（％） 腋芽生长状况

１ １（１／２ＭＳ） １（０．１） １（０．０５） ＋ ２３．３３Ｃｃ 芽生长缓慢，叶色翠绿

２ １ ２（０．５） ２（０．１） ＋＋ ３４．４４ｂｃＢＣ 芽少，叶卷曲，叶尖黄化枯死

３ １ ３（１．０） ３（０．２） ＋＋ ４８．８９ａｂＡＢＣ 芽黄绿色，生长缓慢

４ ２（３／４ＭＳ） １ ２ ＋ ２８．８９ｂｃＢＣ 芽少，叶色翠绿

５ ２ ２ ３ ＋ ３５．５６ｂｃＢＣ 芽长势好，茎纤细

６ ２ ３ １ ＋＋＋ ５６．６７ａＡＢ 芽少，短且粗

７ ３（ＭＳ） １ ３ ＋ ４６．６７ａｂＡＢＣ 芽长势好，叶色翠绿

８ ３ ２ １ ＋ ６６．６７ａＡ 芽多，长势快，节间明显，高生长较好

９ ３ ３ ２ ＋＋＋ ５６．６７ａＡＢ 芽玻璃化，脆弱易断

注：＋，苗基部愈伤量极少（０％～３０％）；＋＋，愈伤量中等（３０％～６０％）；＋＋＋，愈伤量很大（６０％ ～９０％）。表中标注字母为 Ｄｕｎｃａｎ新复
极差检测多重比较结果，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大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字母相同者表示水平间不显著（下同）。

５７４期 刘均利，等：柳桉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研究 　　



１．２．５　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将初代培养３０ｄ后获得的芽体，转接到增殖培

养基中（以改良 ＭＳ为基本培养基）培养，以获得数
量更多，生长更快速、健壮的无根苗。培养方案见表

５，每个处理接种新芽茎段３０个，重复３次，增殖培
养３代后统计增殖系数，继代时间３０ｄ。试验结果
以ＤＰＳ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新复极差检验和
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

增殖系数＝１ｃｍ以上带腋芽茎段切段数／每个
茎段上原有腋芽数／继代次数
１．２．６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增殖培养３０ｄ后，将１０ｃｍ以上芽苗转接到
生根培养基中（以改良ＭＳ为基本培养基）培养，考
察激素对柳桉生根培养的影响。培养方案见表８，
每个处理接种芽苗３０株，重复３次，培养３０ｄ后统
计生根率和平均根数。试验结果以 ＤＰＳ统计软件
进行方差分析、新复极差检验和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

生根率（％）＝发根的芽苗数／接种芽苗总数 ×
１００

平均根数＝芽苗的发根数／接种芽苗总数
１．２．７　培养条件

所有培养基均附加０７％ ～０８％的琼脂；蔗糖
３０ｇ·Ｌ－１；灭菌后 ｐＨ５８；培养温度为（２５±３）℃；
湿度５０％～７０％；光照时间１２ｈ·ｄ－１～１４ｈ·ｄ－１，
光照强度１５００ｌｘ～２０００ｌ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优树促萌处理结果与分析
由表１可以看出，截干的方式，获得的促萌效果

最好，但是要以砍伐掉优树为代价；砍口的方式，树

体长势无明显影响，但无法获得萌条；环割的方式，

能够促使优树产生萌条，效果略次于截干，但环割后

对树体主体长势影响很大。如果不考虑树体主体，

单从获得最多优树萌条的目的来讲，利用截干的方

式是最有效的。

２．２　不同取材时间筛选试验结果与分析
取材时间对柳桉茎段萌发有着显著影响。

从图１可以看出：从３月下旬开始到７月下旬
止，污染率、褐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而

萌芽率却呈下降的趋势。试验结果表明，３月下旬
为柳桉萌条茎段培养的最佳取材时期，在这个时期，

接种的污染率、褐化率最低，分别为 ２５５６％和
１０％，而萌芽率最高，为５６６７％。１２月下旬最不适

宜柳桉茎段培养取材，其萌芽率最低且褐化率偏高，

分别为１４４４％和３５５６％，污染率为２０％；７月中
旬取材，污染率最高，为５８８９％，褐化率和萌芽率
分别为２２％和３２２２％，在该时期也不宜取材。
２．３　不同生理状态外植体筛选试验结果与分析

外植体是建立快繁体系的原材料，外植体生理

状态的好坏是决定能否成功进行初代诱导的关键。

从图２可以看出，柳桉幼嫩的外植体在污染率
（２３３３％）和褐化率（８８９％）方面都较低，但萌芽
率（４２％）明显低于半木质化材料的萌芽率
（７１４４％），这是由于幼嫩的外植体在消毒处理时
容易受到消毒剂的侵害，在后期培养过程中容易死

亡，且由于材料幼嫩，形态建成能力不全，从而致使

萌芽率较低；而半木质化材料能更快地在培养过程

形成无菌体系。而木质化的外植体由于细胞活跃度

下降，萌芽率偏低且褐化率较高。

２．４　初代诱导培养基筛选试验结果与分析
将柳桉茎段洗净消毒后切成１ｃｍ左右小段接

种到初代诱导培养基上。外植体接种１５ｄ后出现
萌动，茎段叶腋处膨大鼓起，有绿色小芽冒出。经过

不断生长，３５ｄ后茎段叶腋处长出小苗。研究不同
基本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外植体基部愈伤组

织和增殖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多重比较可知，基本培养基、６－ＢＡ和

ＮＡＡ各水平组合处理间，对于腋芽萌发，８号处理
ＭＳ＋６－ＢＡ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１ｍｇ·Ｌ－１呈极显
著差异，萌芽率达到６６６７％，且腋芽长势较好，腋
芽萌发数较多，节间明显，植株高生长也比较明显；

而６号处理与９号处理萌芽率均为５６６７％，但比
较其腋芽长势，有玻璃化的趋势，可能是由于培养基

激素浓度较高，导致腋芽不正常生长。

将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表３），分析结果表
明，基本培养基和６－ＢＡ各水平间呈极显著差异，
说明基本培养基对柳桉茎段萌芽有较大影响，Ｐ值
分别为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１５。由于基本培养基各水平
间和６－ＢＡ各水平间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故有必要
对各水平间进行多重比较，其结果见于表 ４。而
ＮＡＡ对茎段腋芽萌发无明显影响。

表３ 初代培养试验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基本培养基 ２２０３．２９２２ ２ １１０１．６４６１ １０．３３５９ ０．００１０
６－ＢＡ ２０３０．４５３１ ２ １０１５．２２６５ ９．５２５１ ０．００１５
ＮＡＡ ３５８．８４７７ ２ １７９．４２３８ １．６８３４ ０．２１３７
空列 ４５７．６１３１ ２ ２２８．８０６６ ２．１４６７ ０．１４５８
误差 １９１８．５１８３ １８ １０６．５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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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比较结果（表４）表明，培养基各水平间，以
ＭＳ效果最佳，平均萌芽率达到５６６７％，达到极显
著水平；６－ＢＡ各水平间，０５ｍｇ·Ｌ－１与１０ｍｇ·
Ｌ－１间差异不显著，以１０ｍｇ·Ｌ－１效果最佳，根据
实际试验表现来看，随着６－ＢＡ浓度的增大，萌芽
率虽然提高了，但是出现了植株玻璃化现象。综合

来看，６－ＢＡ为０５ｍｇ·Ｌ－１时，萌芽效果最佳。总
的来看，ＭＳ＋６－ＢＡ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０５ｍｇ·
Ｌ－１是柳桉茎段腋芽萌发的最佳培养基配方。该配
方与８号试验处理结果相符，在这个处理组合中，在

植株基部有少量愈伤组织，但对芽的萌发和生长并

未产生不利影响，且芽的分化数多、长势好、植株生

长健壮、茎叶生长正常。

表４ 初代培养试验各水平间的多重比较

因素 水平 萌芽率（％）
基本培养基 １／２ＭＳ ３５．５６ｂＢ

３／４ＭＳ ４０．３７ｂＢ
ＭＳ ５６．６７ａＡ

６－ＢＡ ０．１ｍｇ·Ｌ－１ ３２．９６ｂＢ
０．５ｍｇ·Ｌ－１ ４５．５６ａＡＢ
１．０ｍｇ·Ｌ－１ ５４．０７ａＡ

　　表５ 增殖培养实验结果

处理 ６－ＢＡ（ｍｇ·Ｌ－１） ＩＢＡ（ｍｇ·Ｌ－１） ＮＡＡ（ｍｇ·Ｌ－１） 增殖系数 生长状况

１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１ｃＤ 植株矮小，１ｃｍ以下芽多
２ 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 ３．５ｂｃＢＣＤ 植株生长正常，有分枝

３ １ ３（０．０５） ３（０．０５） ５．０７ａＡＢ 植株生长旺盛，分枝多，茎节间明显

４ ２（１．０） １ ２ ４．７ａｂＡＢＣ 分枝多，茎生长缓慢

５ ２ ２ ３ ５．４４ａＡ 分枝多，节间明显，叶色翠绿，有少量愈伤组织

６ ２ ３ １ ３．２１ｃＣＤ 芽点多，茎生长缓慢

７ ３（１．５） １ ３ ５．０７ａＡＢ 芽点多，芽透明，伴有少量愈伤组织

８ ３ ２ １ ５．２ａＡ 芽点多，茎透明，有玻璃化现象

９ ３ ３ ２ ５．６５ａＡ 芽多茎脆弱易断，有水渍状

２．５　增殖培养基筛选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多重比较结果来看，５号、８号、９号处理均

呈极显著差异，其中以９号处理最佳，但对比生长状
况发现，８号、９号处理虽然增殖系数高，但均有明显
玻璃化现象，因此可以看出５号处理改良 ＭＳ＋６－
ＢＡ１０ｍｇ·Ｌ－１＋ＩＢＡ００２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０５ｍｇ
·Ｌ－１组合最优。为找出影响柳桉增殖效果的影响
因素，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表６）。

表６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柳桉增殖影响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区组 ０．１０２８ ２ ０．０５１４
６－ＢＡ １１．２７７６ ２ ５．６３８８ ２７．５７４４ ０．０００１
ＩＢＡ １．８４９５ ２ ０．９２４７ ４．５２２１ ０．０２７８
ＮＡＡ １０．６４０５ ２ ５．３２０２ ２６．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１
空列 ５．１７９８ ２ ２．５８９９ １２．６６４８ ０．０００５
误差 ３．２７１９ １６ ０．２０４５
总和 ３２．３２２１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柳桉的增殖来讲，６－
ＢＡ和ＮＡＡ的Ｐ值均为００００１，影响达到极显著水
平；ＩＢＡ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２７８。有必要对植物
生长调节剂各水平间进行多重比较，比较结果见表

７。
由表７可知，对于柳桉的增殖，６－ＢＡ各水平间

呈极显著差异，其中以１５ｍｇ·Ｌ－１最佳，但此浓度
下发现柳桉长势趋于玻璃化，因此需要降低其浓度，

而１０ｍｇ·Ｌ－１下植株长势正常，１０ｍｇ·Ｌ－１应是

更适宜柳桉增殖的６－ＢＡ浓度；对于ＩＢＡ而言，３个
浓度水平间差异均未达到极显著水平，但以 ００２
ｍｇ·Ｌ－１平均增殖系数最高，因此 ＩＢＡ最适宜浓度
为００２ｍｇ·Ｌ－１；ＮＡＡ３浓度水平间有极显著差
异，其中以００５ｍｇ·Ｌ－１最优。综合得知，改良 ＭＳ
＋６－ＢＡ１０ｍｇ·Ｌ－１ ＋ＩＢＡ００２ｍｇ· Ｌ－１ ＋
ＮＡＡ００５ｍｇ·Ｌ－１组合为最佳柳桉增殖培养基配
方。此结果也与５号实验处理的结果一致。

表７ 植物生长调节剂各水平间的多重比较

植物生长调节剂 浓度ｍｇ·Ｌ－１ 平均增殖系数

６－ＢＡ ０．５ ３．７２７８ｃＣ
１．０ ４．４５ｂＢ
１．５ ５．３０８９ａＡ

ＩＢＡ ０ ４．１２７８ｂＡ
０．０２ ４．７１５６ａＡ
０．０５ ４．６４３３ａｂＡ

ＮＡＡ ０ ３．６７３３ｃＢ
０．０２ ４．６１６７ｂＡ
０．０５ ５．１９６７ａＡ

２．６　生根培养基筛选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多重比较结果来看，６号处理改良 ＭＳ＋６

－ＢＡ００１ｍｇ·Ｌ－１＋ＩＢＡ１０ｍｇ·Ｌ－１生根率与平
均根数最高，分别为９５５６％、９３５条。且柳桉生长
势旺盛，虽然有少量侧芽生长，但不影响其生根与茎

的增粗，且根系韧性好，侧根多并有根毛，利于移栽。

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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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生长调节剂对柳桉组培苗生根的影响实验结果

处理
６－ＢＡ

（ｍｇ·Ｌ－１）
ＩＢＡ

（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ｍｇ·Ｌ－１）
生根率
（％）

平均根数
（条）

根生长状况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１．１１ｄＣ ４．１３Ｃｂ 根细长，有侧根，植株生长弱

２ １ ２（０．５） ２（０．５） ８４．４４ａｂＡＢ ４．３４ｃＢ 基部有愈伤组织，主根粗壮

３ １ ３（１．０） ３（１．０） ６０ｃＢ ６．９ｂＡＢ 基部愈伤组织过多，根粗易断

４ ２（０．０１） １ ２ ７０ｂｃＡＢ ５．４ｂｃＢ 侧芽较多，影响高生长

５ ２ ２ ３ ６５．５６ｂｃＢ ５．３６ｂｃＢ 叶片上有愈伤组织，基部有少量愈伤组织，茎生长缓慢

６ ２ ３ １ ９５．５６ａＡ ９．３５ａＡ 有侧芽生长，根长韧性强，侧根较多，植株直立，茎粗壮

７ ３（０．０２） １ ３ ５８．８９ｃＢ ６．１７ｂＡＢ 有侧芽，基部愈伤组织多，侧根较少

８ ３ ２ １ ８６．６７ａｂＡＢ ５．８ｂｃＢ 有侧芽，根韧性强，有侧根，植株直立

９ ３ ３ ２ ６８．８９ｂｃＡＢ ４．０４ｃＢ 有侧芽，基部有少量愈伤组织，主根粗，易断

　　表９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柳桉生根影响的方差分析
因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生根率 ６－ＢＡ １６２５．５１４７ ２ ８１２．７５７４ ７．３１４８０．００４７

ＩＢＡ ３３９３．４１５９ ２ １６９６．７０８０１５．２７０４０．０００１
ＮＡＡ ８１５．６３７８ ２ ４０７．８１８９ ３．６７０４０．０４６０
空列 ２８２７．９８３６ ２ １４１３．９９１８１２．７２５９０．０００４
误差 ２０００．０００３ １８ １１１．１１１１

平均根数 ６－ＢＡ １３．２７３９ ２ ６．６３７０ ５．０２８６０．０１８４
ＩＢＡ １４．６８５６ ２ ７．３４２８ ５．５６３４０．０１３２
ＮＡＡ １７．６３６７ ２ ８．８１８３ ６．６８１３０．００６８
空列 ２１．３６００ ２ １０．６８００ ８．０９１９０．００３１
误差 ２３．７５７３ １８ １．３１９８

由表９可见，对柳桉的生根率影响较大的是
ＩＢＡ，其次为６－ＢＡ，影响最小的是 ＮＡＡ。ＩＢＡ与６
－ＢＡ对柳桉生根率影响极显著，而 ＮＡＡ对生根率
影响显著。对柳桉生根数影响极显著的是 ＮＡＡ，而
６－ＢＡ、ＩＢＡ对其影响显著。为分析出对柳桉生根
率和生根数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必要对植物生长调节

剂各水平间进行多重比较（表１０）。

表１０　植物生长调节剂各水平间的多重比较

植物生长调节剂 浓度 生根率（％） 平均根数（条）

６－ＢＡ ０ ５８．５２ｂＢ ５．１２ｂＡ
０．０１ ７７．０４ａＡ ６．７１ａＡ
０．０２ ７１．４８ａＡＢ ５．３５ｂＡ

ＩＢＡ ０ ５３．３３ｂＢ ５．２４ｂＡ
０．５ ７８．８９ａＡ ５．１７ｂＡ
１．０ ７４．８２ａＡ ６．７６ａＡ

ＮＡＡ ０ ７１．１１ａｂＡ ６．４３ａＡ
０．５ ７４．４４ａＡ ４．５９ｂＢ
１．０ ６１．４８ｂＡ ６．１４ａＡＢ

由多重比较结果得知，对生根率而言，６－ＢＡ最
优浓度为００１ｍｇ·Ｌ－１，ＩＢＡ和ＮＡＡ的最优浓度均
为０５ｍｇ·Ｌ－１；对平均根数而言，６－ＢＡ依然是浓
度为００１ｍｇ·Ｌ－１时最佳，ＩＢＡ浓度为 １０ｍｇ·
Ｌ－１时最佳，ＮＡＡ最佳浓度为００ｍｇ·Ｌ－１，综合看
来，柳桉生根的最佳培养基在改良 ＭＳ＋６－ＢＡ００１
ｍｇ·Ｌ－１ ＋ＩＢＡ０５ｍｇ·Ｌ－１ ～１０ｍｇ·Ｌ－１ ＋

ＮＡＡ００ｍｇ·Ｌ－１～０５ｍｇ·Ｌ－１的范围。我们结合
后期生产，扩大接种株数，通过以改良 ＭＳ＋６－
ＢＡ００１ｍｇ·Ｌ－１为基本培养基，在ＩＢＡ０５ｍｇ·Ｌ－１

～１０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０ｍｇ·Ｌ－１～０５ｍｇ·Ｌ－１

的范围内进行单因素筛选，综合考虑生根率与平均

根数，确定出改良 ＭＳ＋６－ＢＡ００１ｍｇ·Ｌ－１＋
ＩＢＡ０５ｍｇ·Ｌ－１＋ＮＡＡ０２ｍｇ·Ｌ－１为柳桉生根的
最佳培养基，生根率可稳定维持在９５％以上，平均
根数９条以上。

３　讨论

从成年植株上采条作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

受位置效应与成熟效应的影响，外植体的成活率一

般都较低，有时甚至完全无法培养成功。因此，一般

来说，萌条的采集是组培外植体的最佳选择。促萌

技术的研究可为试验带来大量优质的萌条，保障组

培体系能得以尽快建立。这一经验对于大多数木本

植物的组培来说都是有效的。

组培体系建立的目的除保存优良种资质源外，

主要是将其应用于生产，从而快速稳定的获得大量

优质种苗。目前的试验配方我们均结合生产进行了

摸索，可规模化推广。但随着培养次数的增多，苗木

可能会出现一些退化的现象，应注意配方调整，同时

进行复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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