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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摘K要# 分别以吸财树叶片& 茎段为外植体( 诱导建立无菌快繁体系- 在此基础上( 筛选适合吸财树组培
快繁不同生长阶段的最适培养基以及炼苗移栽方法* 结果表明% 以茎段为外植体( 采用 )(g乙醇处理 !( V(
$@!g 6P?U’ 处理 !’ 5N- 为吸财树的最佳消毒处理方法- Y< f’ 5P’]k! #>cDf$@! 5P’]k! =DD为最佳诱导配

方( 每株丛生芽诱导量可达 *@’! 个- Y< f! 5P’]k! H‘f$@! 5P’]k! =DD可使植物保持正常状态( 并且达到
最高增殖倍数 #@(*- 经瓶内诱导生根的组培苗在保持湿润的介质中生长最好& 成活率最高( 为吸财树最优炼苗
处理方法*

关键词# 吸财树- 组织培养- 多肉植物- 培养基
中图分类号# <#%’@&#KKK文献标志码# cKKK文章编号# $(’%>"$!)#’$!)$!$>!%’">$&

KK吸财树 #6"#$$)-# .0-%>)1E4UUT5$ 是以观叶为
主的景天科青锁龙属多肉植物( 原产地南非纳塔尔
省* 植株形态呈多分支的灌木状( 茎明显( 叶密集
互生于茎的顶端& 肉质筒状( 故又称筒叶花月( 是
一种理想的室内小型观叶植物(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
值 +!, * 本实验通过对吸财树组织培养过程中无菌
体系建立& 高效增殖培养途径& 生根炼苗等关键环
节的研究( 获取最适宜培养基& 最佳的增殖配方以
及适当的出瓶种植方法( 从而为吸财树的规模化繁
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K材料与方法

)1)2材料
以西南林业大学大棚内种植的多肉植物吸财树

为试验材料( 选取长势良好的植株上茎段与叶片为
供试材料* 叶片要求为从基部与茎段分离的完整叶
片( 叶片饱满挺拔& 表面无伤痕- 茎段要求为当年
生幼嫩茎段( 表面无伤痕& 无虫害*
)1’2方法
!@’@!K培养条件

使用三洋 Y]b>&(! 植物培养箱进行培养( 培
养温度 ’( s( 湿度 %$g( 光强 ’ $$$ U0( 光周期
!# L9% L #]9a$*

!@’@’K材料预处理与无菌体系建立
剪取材料后( 将材料先置于洗衣粉中浸泡约

!$ 5N-( 在浸泡过程中( 用软毛刷轻轻刷洗( 清除
材料表面残留的土壤灰尘等污物( 后再将材料用自
来水冲洗约 & L( 冲洗完成后将材料置于灭菌的空
瓶中待用* 无菌体系的建立% 以叶片& 茎段 ’ 种不
同材料为外植体( $@!g 6P?U’ 消毒处理不同时间
为消毒方法( 以此比较不同外植体材料在不同消毒
时间下的消毒效果* 试验每瓶接种 ! 棵( 每个处理
’$ 瓶( & 次重复* ( Q 后开始记录污染率& 污染类
型& 死亡率( 之后每日记录 ! 次( !( Q 后结束
记录*
!@’@&K吸财树丛生芽的诱导培养

以 Y< 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添加不同浓度的
=DD和 #>cD( 使用先前试验中所得的最适外植
体材料以及最适消毒方法( 将外植体分别接种于
添加不同浓度激素的培养基中( 每种处理接 ’$
瓶( 每瓶接种 ! 棵( 重复 & 次( #$ Q 后统计丛生
芽诱导情况*
!@’@*K不同浓度 #>cD% H‘对吸财树丛生芽增殖

的影响
均采用单因素试验设计( 以 Y< 培养基 f

$@! 5P’]k! =DD作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加入不同

网络出版时间：2017-11-08 10:49:33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076.S.20171108.1049.046.html



!%&$K KK’$!) 年第 (% 卷第 !$ 期

浓度的 #>cD或 H‘( 每个处理 ’$ 瓶( 每瓶接 & p(
丛丛生芽( 重复 & 次( *( Q 后统计不同浓度 #>cD&
H‘处理下的丛生芽增殖系数及长势*
!@’@(K吸财树组培苗的生根壮苗培养与炼苗移栽

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及实际培养情况( 由于吸财
树在培养各环节中均有根系产生( 属于易生根类型
植物( 故生根壮苗培养直接采用 !9’ Y< 培养基进
行* 炼苗移栽采用椰糠 f珍珠岩 #体积比 !l!$ 作
为炼苗基质( !’! s高压蒸汽对基质进行消毒灭
菌* 由于多肉植物与常规草本植物有一定区别( 故
分别选取未经生根培养& 经过生根培养且根长为
& p( 35的 ’ 种材料进行炼苗培养* 先将待炼苗瓶
口打开( 逐渐与外界环境接触( 提高其适应能力(
( Q 后将小苗取出( 在自来水下用镊子& 软毛刷等
洗净附着的培养基( 种于含水量不同的基质中* 炼
苗培养共设 * 个处理组% 处理组 ! 用未生根苗( 基
质保持湿润- 处理组 ’ 用生根苗( 基质保持湿润-
处理组 & 用未生根苗( 基质保持干燥- 处理组 * 用
生根苗( 基质保持干燥* 每处理接种 ’$ 苗( & 次
重复( 保持空气湿度在 )$g以上( *( Q 后统计成
活率*

’K结果与分析

’1)2不同器官及不同 P9?&’ 消毒时间对外植体成

活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见表 !( 随着 6P?U’ 消毒时间的增

加( 外植体污染率大幅降低( 说明使用 6P?U’ 处理
对材料表面所携带的污染物具有较好的灭杀效果(
’ 种外植体通过 6P?U’ 灭菌均可以有效建立无菌体
系* 同时( 以茎段为外植体的处理组 ( Q 污染率&
!( Q 污染率等指标较叶片为外植体的处理组明显
偏高( 这说明吸财树茎段材料可能存在一定的消毒
死角& 内生菌等问题( 这可能是由于多肉植物生长
速度慢& 叶片集生造成的 +’, * 而在后续实验中(
我们还发现在相同培养基下( 以叶片为外植体的处
理组虽然能够存活( 但存在明显的僵苗问题( 部分
KK

叶片甚至半年后仍然保持接入初期的模样( 不死
亡& 不生长( 这一问题对于组培来说无疑是非常严
重的( 这可能与植物体自身特性有关( 也可能是消
毒处理时升汞毒害所导致 +&, - 而以茎段为外植体
的处理( 虽然污染率相对较高( 但丛生芽萌发时间
明显早于叶片( 故综合考虑( 外植体选材以茎段为
宜( 6P?U’ 消毒时长以 !’ 5N- 为宜*

表 !K不同植物器官及不同 6P?U’ 消毒时间
对外植体的影响

外植体
消毒时间9
5N-

( Q 后
污染率9g

!( Q 后
污染率9g

!( Q 后
成活率9g

茎段 * "&@& !$$@$ $
叶片 * )%@& %!@) !@)
茎段 % (!@) "#@) $
叶片 % #%@& )!@) #@)
茎段 !’ ’!@) #%@& !%@&
叶片 !’ !$@$ &!@) *#@)
茎段 !# $ !%@& $
叶片 !# $ $ $

’1’2不同培养基中吸财树丛生芽的诱导培养
结果如表 ’& 图 ! 所示* 丛生芽诱导量与 #>cD

含量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t$@$!$( 与 =DD含
量呈不显著负的相关* 当 #>cD含量低于 ’ 5P’
]k!时( 外植体均无丛生芽产生( 而当 #>cD添加
量达到 & 5P’]k!时( 产生的丛生芽出现明显玻璃
化现象* 因此( Y< f’ 5P’]k! #>cDf$@! 5P’
]k! =DD为最佳诱导培养基( 吸财树每株丛生芽诱
导量可达 *@’! 丛*

表 ’K不同培养基的丛生芽诱导情况

处理
#>cD9

#5P’]k! $
=DD9

#5P’]k! $
丛生芽诱导量
#丛’9株 k! $

丛生芽
长势

! ! $@! $ k
’ ! $@’ $ k
& ! $@& $ k
* ’ $@! *@’! fff
( ’ $@’ &@!’ fff
# ’ $@& ’@!& ffff
) & $@! (@&’ f
% & $@’ &@%% f
" & $@& &@(* ff

KK注% f号数量表示长势情况( 越多表示丛生芽长势越好*

图 !K吸财树丛生芽的诱导% 增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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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2不同浓度 U"VF$ WH对吸财树丛生芽增殖的
影响
#>cD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如表 & 所示* 在本

实验梯度内( 增殖倍数随着 #>cD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 但当 #>cD浓度达到 & 5P’]k!时( 丛生芽开
始变得透明( 出现和丛生芽诱导时相似的严重玻璃
化现象( 无法继续增殖继代( 说明过高浓度的 #>cD
并不利于丛生芽的增殖* #>cD浓度为 ’ 5P’]k!&
=DD浓度为 $@! 5P’]k!时( 增殖倍数可达 *@#!(
且长势相对较好( 为本组最优激素组合*

表 &K不同浓度 #>cD对吸财树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处理
=DD9

#5P’]k! $
#>cD9

#5P’]k! $
丛生芽增殖
倍数

丛生芽
长势

! $@! $ !@(! ff
’ $@! $@( !@)% ffff
& $@! !@$ ’@’% fff
* $@! ’@$ *@#! ff
( $@! &@$ #@%’ f

KK注% f号数量表示长势情况( 越少表示越趋向于玻璃化( 越
多表示丛生芽越壮* 表 * 同*

KKH‘对丛生芽增殖的影响如表 * 所示* 在本实
验梯度内( 增殖倍数也随着 H‘浓度的升高先增加
而后略微下降( H‘浓度为 $ p’ 5P’]k!时( 增殖
倍数随着 H‘浓度的增加而上升- 当 H‘浓度超过
’ 5P’]k!时( 增殖倍数出现下降情况( 同时丛生
芽开始变得透明( 出现较为严重的玻璃化现象( 无
法继续增殖继代* H‘浓度为 ! 5P’]k!& =DD浓
度为 $@! 5P’]k!时( 增殖倍数可达 #@(*( 且长势
相对较好( 为本组最优激素组合*

表 *K不同浓度 H‘对吸财树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处理
=DD9

#5P’]k! $
H‘9

#5P’]k! $
丛生芽增殖
倍数

丛生芽
长势

! $@! $ !@(’ ff
’ $@! $@( ’@!’ ffff
& $@! !@$ #@(* fff
* $@! ’@$ )@%! f
( $@! &@$ )@(! f

KK在 #>cD实验组中( 植物正常状态下最高增殖
倍数为 *@#!- 而在 H‘实验组中( 植物正常状态下
最高增殖倍数可达 #@(*( 说明 H‘更适于作为细胞
分裂素应用于吸财树组织培养*
’1T2吸财树组培苗的生根壮苗培养与炼苗移栽

将组培苗转接入 !9’ Y< 生根壮苗培养基中(
组培苗很快即有根系产生( 且植株后续生长茁壮(
叶片截面边缘呈现出应有的红色( 说明吸财树是一
种较易生根复壮的植物* 炼苗移栽实验结果见表

(( 将带根的组培苗移栽于干燥介质中( 根系很快
便出现死亡( 大部分植株均出现萎蔫( 严重的甚至
出现死亡( *! Q 后才有新根出现* 切根的组培苗
移栽入保持干燥的介质中( 大部分植株也出现轻度
萎蔫甚至死亡( &# Q 左右出现新根( 说明干燥环
境不利于吸财树组培苗的炼苗* 而在湿润的介质
中( 切根后的组培苗伤口极易腐烂从而导致植株死
亡( 说明此方法也不适宜* 带根的组培苗在保持湿
润的介质中生长最好( 移栽后不萎蔫( 发根速度
快( 成活率最高( 为吸财树的最优炼苗方法*

表 (K吸财树炼苗移栽 *( Q 后生长情况
处理 材料状态 基质状态 成活率9g
! 切根苗 保持湿润 (@$
’ 带根苗 保持湿润 "&@&
& 切根苗 保持干燥 *%@&
* 带根苗 保持干燥 &#@)

&K讨论

不同的多肉植物根据自身特性的不同( 可以采
用不同的诱导方式及增殖手法来进行组培扩繁* 在
实际操作中( 需要视不同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科学
选择( 如玉露& 条纹十二卷& 寿等这些多肉植物(
由于叶片& 茎段不易获取( 只能使用花茎等材料作
为外植体( 故必须通过诱导愈伤组织或 EEc( 通
过分化产生丛生芽建立扩繁体系 +*>(, * 而对于吸财
树以及白牡丹& 初恋& 冬美人等这类易于获取叶
片& 茎段的多肉植物( 可通过外植体直接诱导丛生
芽进而获得高效增殖扩繁体系 +#, ( 若对其进行愈
伤诱导培养反而影响了其增殖进程( 没有意义*

在吸财树丛生芽的增殖培养过程中( 本实验仅
对 #>cD& H‘分别进行了单因素实验( 得出 H‘效
果优于 #>cD( 更有利于外植体的增殖培养- 但实
验中并未对 #>cD& H‘进行组合实验* 有研究报
道( 多肉植物白银寿在 =DD与 H‘& #>cD组合下
可达到更好的增殖效果 +), ( 在吸财树上是否也如
此( 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在常规多肉植物炼苗移栽过程中( 一般采用较
为干燥的基质( 但本研究中( 干燥基质并不适用于
吸财树* 吸财树无菌苗的适宜炼苗方法与草本植物
组培炼苗类似 +%, ( 需要瓶内生根( 栽培时基质需
要保持一定的湿度( 这可能是吸财树生境及由此形
成的一些自身特性所决定的( 具体是哪些因素( 也
有待进行研究*

#下转第 !%&# 页$



!%&#K KK’$!) 年第 (% 卷第 !$ 期

S1’2强化园内的功能分区及场地职能
园内使用人群较多的为 !% p*$ 岁人群( 但滞

留 ’ L 以上的游客以 #( 岁以上人群最多* 公园内
大部分人群在观光拍照& 散步& 交友聊天( 活动形
式比较单一( 在场地塑造时应根据不同人群行为心
理需求去设计( 增加活动丰富性* 游客来园主要是
以群体为主( 个体相对较少* 因此( 还应该塑造各
种类型的空间( 应该把每个区域职能分开( 增加区
域的景点丰富度及特色*
S1S2设施的完善与改进

公园的设施需要考虑实用性& 便利性和安全
性 +!!, * 园内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但存在设施废弃
现象( 垃圾桶布置过于密集( 铺装残缺现象时有发
生( 铺装较单一( 应该及时修补被破坏道路( 移除
废弃设施( 完善山路上照明系统* 园内游憩设施应
满足时代需求( 健身设施也应该迎合大众爱好去增
设( 在相对平坦宽阔的场地设置* 还要根据场地人
流量多少来增设对应的服务设施*
S1T2增加园内历史文化感

良好的公园环境不仅注重物质空间形态的塑造(
更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即环境应具备一定的
文化氛围和场所精神+!’, * 然而该公园建园理念的初
衷就是将红山打造成文化精品园- 但整个园区整体
性不强( 只有个别场地内部零散的景观小品诉说着
这片土地悠久的文化内涵* 游客认为园内文化氛围
不明显( 可利用音频& 影频宣传历史文化等内容(
还可通过用铺装& 场地& 设施& 植物等来展现城市
历史文化( 也可以定期举办文化类节事活动( 使大
众积极参与( 让游客对红山公园具有文化认同感和
归属感( 注重文化的发扬(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S1+2优化红山公园管理机制

园内公园管理相对较好( 尤其是治安维稳方

面* 但园内存在废弃设施( 对设施修复与更换应
该及时处理( 园林养护上有待加强( 对山上的植
物应该及时修剪( 避免影响通行* 同时应该让游
客参与到管理中( 起到相互监督& 文明游园的意
识* 还应合理规范园内商业化行为( 监督饮食卫
生状况*

参考文献%

+ ! , K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Bc9F],2

#’$!#>(>!#$ +’$!)>$*>!$,2L778% 99PLV2-QS32P4X23-2

+ ’ , K罗玲玲( 陆伟2\FB研究的国际趋势与引入中国的现实思

考 +C,2建筑学报( ’$$* #%$ % %’>%&2

+ & , K王雅琼2城市区域性公园 \FB #使用状况评价 $ 研究
+a,2苏州% 苏州大学( ’$!#2

+ * , K 红山公园2红山公园概况 +Bc9F],2+ ’$!)>$*>!$ ,2

L778% 99:::2L4-PVLO- 8OS/2-M72

+ ( , K樊卿( 任继慧( 黄俊华2游客对红山公园景观的满意度调

查分析 +C,2绿色科技( ’$!# #($ % !#$>!#!2

+ # , K曹然2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综合公园改造初探 +a,2北京%

清华大学( ’$!!2

+ ) , K杨赉丽2城市园林绿地规划 +Y,2& 版2北京% 中国林业

出版社( ’$!’2

+ % , K朱小雷2建成环境主观评价方法研究 +Y,2南京% 东南大

学出版社( ’$$(2

+ " , K庄惟敏2建筑策划导论 +Y,2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

+!$, K李杨2我国当前节事旅游活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C,2商场现代化( ’$!( #!)$ % ’)&>’)*2

+!!, K石金莲( 王兵( 李俊清2城市公园使用状况评价 #\FB$ 应

用案例研究% 以北京玉渊潭公园为例 +C,2旅游学刊(

’$$#( ’! #’$ % #)>)$2

+!’, K陈秋菲( 宋力( 李明智2沈阳市青年公园使用状况评价研究
+C,2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2

#责任编辑# 侯春晓
$$$$$$$$$$$$$$$$$$$$$$$$$$$$$$$$$$$$$$$$$$$$$$$$$

$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 ! , K房照军( 王敬慧2室内观叶小品% 筒叶花月 +C,2中国花

卉盆景( ’$$" #($ % ’!2

+ ’ , K王吉凤( 李青( 包欣2芍药组织培养中污染现象的克服
+C,2植物研究( ’$!’( &’ #!$ % %*>"$2

+ & , K陈晓明( 莫尚伟( 蓝肖( 等2杉木组织培养茎段灭菌技术
+C,2广西林业科学( ’$!* #*$ % *’#>*&$2

+ * , K孙涛( 金蕊( 李德森2康平寿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C,2

植物生理学报( ’$$&( &" #&$ % ’&’2

+ ( , K郭生虎( 朱永兴( 关雅静2百合科十二卷属玉露的组培快

繁关键技术研究 +C,2中国农学通报( ’$!#( &’ # &* $ %

%(>%"2

+ # , K秦扬2景天科三个属植物组培体系的建立与植株再生研究
+a,2银川% 宁夏大学( ’$!#2

+ ) , K张昊鹏( 宋晓涛( 张耀( 等2白银寿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C,2植物生理学报( ’$$%( ** #($ % "(!>"(’2

+ % , K邱靖( 万劲( 汤庚国2花叶玉簪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 +C,2

江苏林业科技( ’$!*( *! #*$ % *&>*(2

#责任编辑# 侯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