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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方百合“索邦”为研究对象，对东方百合组织培养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启始

培养所用材料的基部诱导率明显高于上部，鳞茎分化芽的数量明显多于鳞片；MS＋0．

1mg·L－1BA ＋0．1mg·L－1N AA 为最佳鳞茎诱导培养基；MS＋0．1mg·L－1BA ＋0．

3mg·L－1N AA 为最佳鳞茎增殖培养基；用1／2MS＋0．1mg·L－1I BA 培养基进行生根

培养，取得良好的效果。  

The ori ental lily （Li li u mori tenti al）s qua mas of“Sorbonne”were used as 

explants for ti ss ue cult ure ．The res ults s ho wed t hat t he i nduced rate of 

botto m s qua mas was better t han t hat of top s qua mas ，more buds were i 

nduced per s qu mas t han leaf ；The best medi u mfor bud i niti ati on was MS 

＋0．1mg·L－1 

BA ＋0．1mg·L－1N AA ．The best medi u m for t he propagati on of cluster s 

hoots was MS ＋0．1mg·L－1BA ＋0．3mg·L－1N AA ．The good medi u m for rooti 

ng of seedli ngs was 1／2MS ＋0．1mg·L－1I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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