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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木荷组培苗的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采用了初

代培养、继代培养、生根培养、驯化以及炼苗的方

法组合，其中继代培养中是用了两种培养基交替

培养，一种用于促进出芽，另一种用于使得苗更

粗壮、叶片更舒展，交替培养使得木荷苗在保持

高增值系数的同时，保持继代苗的高质量，有利

于后续的生根培养，以及在培养基中添加樟树精

油/纯露或互叶白千层精油/纯露，有利于抑菌消

毒，防止培养基发霉和外植体褐化，对木荷组培

苗的驯化以及炼苗中，首先用黄心土泥浆沾根，

根系会包裹一层泥浆后保水的能力更强，且栽培

基质中的黄心土和珍珠岩保证了基质的保水性

和透气性，使移栽成活率大幅提高，最终获得高

质量的组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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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初代培养：取木荷嫩枝，进行清洗、消毒灭菌之后，将枝条剪成茎段，将茎段斜插入初

代培养基；

2)继代培养：经初代培养的茎段长出新芽后，切下新芽，将新芽转入GD培养基中培养，

之后得到丛生芽，将其转入1/2DCR培养基中，之后根据芽苗的生长情况决定是否再次转接

到GD或1/2DCR培养基；

所述GD培养基包括由GD+6‑BA0.5～1.5mg/L+IAA0.1～0.5mg/L+植物精油1～20μL/L+

蔗糖20～40g/L+卡拉胶5～10g/L的组分组成；

所述1/2DCR培养基包括由1/2DCR+6‑BA1.0～3.0mg/L+NAA0.02～0.1mg/L+植物精油1

～20μL/L+蔗糖20～40g/L+卡拉胶5～10g/L的组分组成；

3)生根培养：取经继代培养得到的超过2cm且生长健壮的育苗，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中；

4)驯化：将生根培养基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之处培养15～20d，之

后再移至遮荫度70‑75％、白天光照2000～3000lux的大棚中放置30d，苗高超过3cm时即可

移栽；

5)炼苗：移栽前，将每株苗的根部沾上泥浆，之后将育苗移栽至炼苗基质A中，同时采用

有通气孔的盖罩住，关闭通气孔，将炼苗基质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之

处培养，小苗长出新叶之后，打开通气孔，长至10cm后，移栽至炼苗基质B，打开通气孔，置于

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之处培养，长出新叶后，去掉通气盖，培育10～15d之

后，移至遮荫度70～75％、白天光照2000～3000lux之处进行培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初代培养基

包括由DCR+6‑BA2.0～4.0mg/L+NAA0.1～0.25mg/L+植物精油1～20μL/L+蔗糖20～30g/L+

卡拉胶5～10g/L的组分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根培养基

包括由WPM+IBA0.2～2.0mg/L+IAA0.2～0.5mg/L+植物精油50μL/L～2mL/L+蔗糖20～40g/L

+卡拉胶10～15g/L的组分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

精油包括樟树精油、阴香精油或互叶白千层精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樟树精油的

类型包括芳樟醇型、龙脑型、1,8‑桉叶油素型、樟脑型、石竹烯型、橙花叔醇型、芹子烯型的

一种以上；所述阴香精油的类型包括龙脑型、肉桂醛型、桉油烯型、氧化石竹烯型、伞花烃

型、水芹烯型的一种以上；所述互叶白千层精油/的类型包括松油烯‑4‑醇型、柠檬醛型的一

种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樟树精油、

阴香精油和互叶白千层精油为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提取所得到的上层油相即为精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泥浆包括由

黄心土搅拌形成的，黄心土：水体积比为1：3～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炼苗基质A

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椰糠、泥炭土和珍珠岩组分组成，其

组成体积比为(1～2)：(2～4)：(2～4)：(1～2)；所述炼苗基质B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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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黄心土、泥炭土和珍珠岩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

～4)：(2～4)：

(1～2)。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炼苗基质A

包括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椰糠、泥炭土和珍珠岩组分组

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1。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炼苗基质B

包括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黄心土、泥炭土和珍珠岩组分

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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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荷组培苗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来说，有性繁殖的后代无法完全保持与母株一致的优良性状；在无性繁殖的

方法中，组织培养比扦插和嫁接的繁殖效率更高、苗木更整齐一致。其次，组织培养的成败

与材料的遗传背景密切相关，对于植物组织的优良培养，目前已有的报道不适于优良木荷

家系的培养，木荷组培苗的根细长绵软，即使经过炼苗，其木质化程度依旧很低，因此导致

出瓶后的移栽成活率很低，因此需要开发针对性更强的组培技术。

[0003] 有专利CN201610265515 .3公开了一种木荷速生耐寒新品种的繁育方法、

CN201210121927.1公开了一种二十年生木荷大树高效离体繁殖方法，虽均为木荷，但具体

品种/品系不同，对组培的培养基、环境条件要求不同，前者为耐寒品种的繁育，未采用移栽

技术，后者的技术方案中，其移栽技术不适用于广东省林科院培育的优良木荷品系，根系较

弱的出瓶苗会因为出瓶后根系长期暴露而损伤，因此，仍需要针对本申请的优良木荷品系

的组培进行探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如下：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初代培养：取木荷嫩枝，进行清洗、消毒灭菌之后，将枝条剪成茎段，将茎段斜插

入初代培养基；

[0008] 所述初代培养基包括由DCR+6‑BA2.0～4.0mg/L+NAA0.1～0.25mg/L+植物精油1～

20μL/L+蔗糖20～30g/L+卡拉胶5～10g/L的组分组成；

[0009] 2)继代培养：经初代培养的茎段长出新芽后，切下新芽，将新芽转入GD培养基中培

养，之后得到丛生芽，将其转入1/2DCR培养基中，之后根据芽苗的生长情况决定是否再次转

接到GD或1/2DCR培养基(如增殖系数不够，还需要更多丛生芽可再转入GD；如芽苗不够健

壮，叶片不够舒展，可再转入1/2DCR)；

[0010] 所述GD培养基包括由GD+6‑BA0.5～1.5mg/L+IAA0.1～0.5mg/L+植物精油1～20μ

L/L+蔗糖20～40g/L+卡拉胶5～10g/L的组分组成；

[0011] 所述1/2DCR培养基包括由1/2DCR+6‑BA1.0～3.0mg/L+NAA  0.02～0.1mg/L+植物

精油1～20μL/L+蔗糖20～40g/L+卡拉胶5～10g/L的组分组成；

[0012] 3)生根培养：取经继代培养得到的超过2cm且生长健壮的育苗，转接到生根培养基

中；

[0013] 所述生根培养基包括由WPM+IBA0.2～2.0mg/L+IAA0.2～0.5mg/L+植物精油50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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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mL/L蔗糖20～40g/L+卡拉胶10～15g/L的组分组成；

[0014] 4)驯化：将生根培养基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之处培养15～

20d，之后再移至遮荫度70‑75％、白天光照2000～3000lux的大棚中放置30d，苗高超过3cm

时即可移栽；

[0015] 5)炼苗：移栽前，将每株苗的根部沾上泥浆，之后将育苗移栽至炼苗基质A中，同时

采用有通气孔的盖罩住，关闭通气孔，将炼苗基质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

3000lux之处培养，小苗长出新叶之后，打开通气孔，长至10cm后，移栽至炼苗基质B，打开通

气孔，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之处培养，长出新叶后，去掉通气盖，培育

10～15d之后，移至遮荫度70～75％、白天光照2000～3000lux之处进行培养；

[0016] 所述植物精油包括樟树精油(由樟科植物樟树的枝叶经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而获

得)、阴香精油(由樟科植物阴香的枝叶经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而获得)或互叶白千层精油(由

桃金娘科植物互叶白千层的枝叶经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而获得)；

[0017] 所述樟树精油的类型包括芳樟醇型、龙脑型、1,8‑桉叶油素型、樟脑型、石竹烯型、

橙花叔醇型、芹子烯型的一种以上；所述阴香精油的类型包括龙脑型、肉桂醛型、桉油烯型、

氧化石竹烯型、伞花烃型、水芹烯型的一种以上；所述互叶白千层精油/的类型包括松油烯‑

4‑醇型、柠檬醛型的一种以上。

[0018] 所述樟树精油、阴香精油和互叶白千层精油为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提取所得

到的上层油相即为精油。

[0019] 所述泥浆包括由黄心土搅拌形成的(黄心土：水体积比为1：3～10)；

[0020] 所述炼苗基质A和B分别包括由黄心土、珍珠岩和泥炭土的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

比为(1～2)：(1～2)：(3～4)；

[0021] 所述炼苗基质A包括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椰糠、

泥炭土和珍珠岩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4)：(2～4)：(1～2)；

[0022] 所述炼苗基质B包括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黄心

土、泥炭土和珍珠岩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4)：(2～4)：(1～2)。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本发明的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采用了初代培养、继代培养、生根培养、

驯化以及炼苗的方法组合，其中继代培养中是用了两种培养基交替培养，一种用于促进出

芽，另一种用于使得苗更粗壮、叶片更舒展，交替培养使得木荷苗在保持高增值系数的同

时，保持继代苗的高质量，有利于后续的生根培养，以及在培养基中添加樟树精油或互叶白

千层精油，有利于抑菌消毒，防止培养基发霉和外植体褐化(添加了适量精油的组培苗污染

率可控制在3％以内)，一般来说，获得的木荷生根苗的根细长绵软，木质化程度很低，如立

刻移栽至温度、湿度不稳定的环境(如普通大棚)，会因为下部根系吸水的效率跟不上上部

枝叶的蒸腾，而失水死亡，因此普通的移栽方法成活率很低。而本发明对木荷组培苗的驯化

以及炼苗中，首先用黄心土泥浆沾根，根系会包裹一层泥浆后保水的能力更强，且炼苗基质

全部采用轻基质，帮助出瓶苗的绵软根系在基质中自由生长，并与基质形成牢固的根团，同

时其中的椰糠保证了基质的保水性，经发酵樟树/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

在增加基质肥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率，有利于提高出瓶苗的成活率(经栽培实

验表明，根系包裹一层泥浆后，出瓶苗的成活率会提升30～40％，而在基质中添加适量椰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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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后，出瓶苗的成活率提升至90％或以

上)，出瓶苗在炼苗基质A中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化后，根系木质化程度提高，更加健壮，而炼

苗B采用了黄心土加轻基质的组成成分，黄心土增强了基质的肥力和PH值调节能力，轻基质

保证了基质的保水性和透气性，其中的樟树/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在增

加基质肥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土传病虫害的发生率，移栽后的幼苗成活率可达95％以上；其

次，结合所设计的培养盖保证了尚未稳定的小苗生活在湿度较为恒定的环境中，而通过空

调控制温度的培养室为小苗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温度；再次，通过关闭培养盖的通气孔→

打开通气孔→揭开培养盖以及培养室→大棚逐步的操作，一步步地增强苗木的适应能力，

使移栽成活率大幅提高，最终获得高质量的组培苗。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1的继代培养效果图；

[0026] 图2为实施例1的生根效果图；

[0027] 图3为实施例1的生根苗驯化后的效果图；

[0028] 图4为实施例1的组培苗出瓶的效果图；

[0029] 图5为对比例1的继代培养效果图；

[0030] 图6为对比例2的生根培养效果图；

[0031] 图7为对比例2的生根培养效果图；

[0032] 图8为实施例1和对比例3的移栽苗效果对比图；

[0033] 图9为实施例1、对比例4和对比例5的育苗效果对比图；

[0034] 图10为木荷污染组培苗中分离并培养的菌株；

[0035] 图11为樟树精油、阴香精油和互叶白千层精油的抑菌实验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案例以及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应理解这

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

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

[0037] 若无特殊说明，本发明的所有原料和试剂均为常规市场的原料、试剂。

[0038] 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的提取：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版)附录XD

水蒸汽蒸馏法提取(只有提取材料的差别，分别是用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的叶片)。

[0039] 实施例

[0040] 一种木荷优良家系的组培育苗方法

[0041] 1)初代培养：取木荷嫩枝，去叶，用超声波清洗仪清洗30min，用灭菌水清洗6次，其

后在吐温80中浸泡5min，无菌水清洗6次，再用0.1％  HgCl2浸泡5min，无菌水清洗6次，消毒

灭菌完成后，将枝条剪成1‑2cm的茎段，每个茎段带1‑2个腋芽，斜插入初代培养基，每个培

养瓶插入一条茎段；

[0042] 2)继代培养：经初代培养的茎段长出新芽后，把整个茎段从初代培养基中取出，将

新芽切下，转入GD培养基中培养，25d后得到丛生芽，将其转入1/2DCR培养基中，25d后得到

组培苗如图1所示，可见芽苗健壮，叶片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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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之后根据芽苗的生长情况决定是否再次转接到GD或1/2DCR培养基(如增殖系数不

够，还需要更多丛生芽可再转入GD；如芽苗不够健壮，叶片不够舒展，可再转入1/2DCR)；

[0044] 3)生根培养：取经继代培养得到的超过2cm且生长健壮的育苗，转接到生根培养基

中，25d后的生根苗如图2所示，可见生根率高，可达95％以上，根系发达；

[0045] 4)驯化：将生根培养基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之处培养15～

20d，之后再移至遮荫度70～75％、白天光照2000～3000lux的大棚中放置30d，得到的组培

苗如图3、图4所示，可见根系发达，植株健壮，当苗高超过3cm时即可移栽；

[0046] 5)炼苗：移栽前，将每株苗的根部沾上由黄心土搅拌形成的泥浆，之后将育苗移栽

至炼苗基质A(由体积比为1:2:2:1的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

椰糠、泥炭土和珍珠岩的组分组成，培养容器为72孔穴盘)中，移栽完成后立刻浇水，同时采

用有通气孔的盖罩住，关闭通气孔，将炼苗基质置于温度为26～28℃、光照2000～3000lux

之处培养，小苗长出新叶之后，打开通气孔，长至10cm后，移栽至炼苗基质B(由体积比为1:

2:2:1为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黄心土、泥炭土和珍珠岩的组

分组成，培养容器为15孔穴盘)，移栽完成后立刻浇水，打开通气孔，置于温度为26～28℃、

光照2000～3000lux之处培养，长出新叶后，去掉通气盖，培育10～15d之后，移至遮荫度70

～75％、白天光照2000～3000lux的大棚中进行培养，进行正常的水肥管理；

[0047] 所述炼苗基质A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椰糠、泥炭

土和珍珠岩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4)：(2～4)：(1～2)，优选比例为1:2:2:

1；

[0048] 所述炼苗基质B由樟树/阴香/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黄心土、泥

炭土和珍珠岩的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1～2)：(2～4)：(2～4)：(1～2)，优选比例为1:

2:2:1；

[0049] 表1实施例和对比例的各培养基组分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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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对比例1

[0053]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1在继代培养中，仅采用GD培养基进行培养，25d之后的状态

如图5所示，芽苗不够健壮，叶尖微卷曲、叶片不舒展。

[0054] 对比例2

[0055]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2的生根培养中，其生根培养基的组分为论文《木荷优良家系

的组织培养研究》(周丽华,蓝燕群,何波祥,等.广东林业科技,2015,31(2):6.)中所述的生

根培养基1/4MS+IBA1.00mg/L+IAA0.40mg/L，采用其进行生根培养25d后的生根效果如图6、

图7所示，图6中用于生根的为仅采用GD培养基进行培养的继代苗，图7中用于生根的为采用

GD和1/2DCR培养基交替培养的继代苗，可见，无论继代苗的生长情况如何，在生根培养基B

中均无法获得发达、健壮的根系。

[0056] 对比例3

[0057]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3的炼苗中，不对苗的根部沾上黄土泥浆。将对比例3(不沾黄

土泥浆)与实施例1(沾了黄土泥浆)的组培苗在移栽当天、移栽20d以及移栽60d分别进行对

比，结果如图8所示，对比例3的组培苗长势较弱，移栽60d后的成活率约70％，实施例1的组

培苗长势良好，植株健壮，移栽60d后的成活率可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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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对比例4

[0059]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4的组织育苗方法中，所采用的培养基中不添加植物精油。

[0060] 对比例5

[0061]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4的组织育苗方法中，所采用的培养基中添加植物精油的含

量过量。

[0062] 将实施例1、对比例4和对比例5的组培苗进行生长对比：

[0063] 如图9所示，相对实施例1中健壮无菌的组培苗，对比例4(没有添加精油)中的组培

苗污染率较高(约为10％‑15％)，对比例5(添加了过量植物精油)中的组培苗呈现“烧苗”的

状态，最终无法成活。

[0064] 本发明所采用的植物精油对木荷培养的抑菌效果：

[0065] 将木荷污染苗和发病苗中的菌分离之后，进行培养，如图10所示，发现主要有三种

菌株，将三种菌株分别采用樟树精油、阴香精油和互叶白千层精油对不同病原菌进行抑菌

试验，结果如图11所示，樟树精油对不同病原菌的抑制率为25.67％～63.56％，阴香精油对

不同病原菌的抑制率为26 .15％～71 .23％，互叶白千层精油对不同病原菌的抑制率为

35.67％～83.56％。

[0066] 对比例6

[0067]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7的炼苗中，所述炼苗基质A包括由椰糠、泥炭土和珍珠岩的

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为2:2:1，所述炼苗基质B包括由黄心土、泥炭土和珍珠岩的组分组

成，其组成体积比为2:2:1，其它条件不变。

[0068] 对比例7

[0069] 相比实施例1，对比例7的炼苗中，所述炼苗基质A包括由珍珠岩和泥炭土的组分组

成，其组成体积比为2:4，所述炼苗基质B包括由珍珠岩和泥炭土的组分组成，其组成体积比

为3:4，其它条件不变。

[0070] 将经实施例1、对比例6以及对比例7的不同炼苗基质获得的出瓶苗的生长情况进

行记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71] 表2组培苗的成活率

[0072]   实施例1 对比例6 对比例7

炼苗基质A的出瓶苗成活率 ≥90％ 60～70％ 50～65％

炼苗基质B的幼苗成活率 ≥95％ 70～80％ 60～70％

[0073] 由表2可见，相比对比例6，实施例1采用樟树/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

碎物在增加基质肥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率，有利于提高出瓶苗的成活率，提升

至90％或以上；而相比对比例7，对比例6中炼苗基质A采用椰糠，出瓶苗在炼苗基质A中经过

一段时间的驯化后，根系木质化程度提高，更加健壮，而炼苗B采用了黄心土加轻基质的组

成成分，黄心土增强了基质的肥力和PH值调节能力，轻基质保证了基质的保水性和透气性，

由实施例1的结果可见，其中的樟树/互叶白千层精油提取后枝叶残渣粉碎物在增加基质肥

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土传病虫害的发生率，移栽后的幼苗成活率可达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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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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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2

CN 116158351 A

12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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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4

CN 116158351 A

14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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