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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串红的生长发育及快繁体系的建立 

刘 静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北涪700516) 

摘 要：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一串红的苗、茎、叶的发育过程、组织培养快繁方法进行了研 

究，观察一串红的花芽分化和胚胎学有关内容，探讨了影响一串红结实性的原因、最佳组织 

培养快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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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pgrowth and Fast Propagations System of Saliva Splendens 

Liu Jing 

Abstract．In this study，It determines the causes ofaffecting fecundity ofsalvia splendens，the fast propagations system oftis- 

sue culture，through studying on the embryo logical structure in flower、S delevoping，and the way of tissue culture fast propag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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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一 串红(SalivaSplendens)为唇形花科鼠尾草属多年生 

草本花卉。因其在第二年生长一般都比较瘦弱、不整齐，在 

绿化生产上常作一年生栽培 ，广泛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的 

花坛、花境及成片的艳块妆饰，为绿化花卉的主要支柱之 

一

。 现在花卉生产业多采用播种繁殖 ，但发芽率并不高 ， 

只有50％左右，且繁殖的后代个体差异较大，花穗的多少、 

长短直接影响景点布施的整体及单株的观赏效果 ，降低了 

花的品位 ，经济效益并不乐观。通过组培快繁技术完全可 

以克服以上的缺点。它选取优良单株为母本进行无性繁 

殖，使母本的遗传基因完全得到保留和遗传。它能保持母 

株的优良性状 ，使子代苗木具有同一遗传表现 ，整齐一致 

，提高了观赏效果。通过选优使后代花卉具有花多、串长、 

艳丽、花期长等品质，提高了花的品位。 

1．1一串红的生物学特性 

一 串红有较长的花期，但一串红的每串花期只有2个 

月左右，朱颜长好是由多代植株连续开放才形成的；一串红 

具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对硫、氯的吸收能力均较强；一串 

红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全草皆可人药，味甘、性平，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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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凉血、消肿之功效，外用可治痈疮肿毒、跌打脱臼、肿痛。 

1．2一串红种子萌发研究 

选择优良纯正的一串红品种，种子应饱满无病虫害，床 

土也是培育壮苗的基础。要有良好的物理性和化学性并具 

备幼苗生长的充足营养。沙土、腐殖土以 1：5~8的比例混 

台均匀。用福尔马林消毒，防止猝倒病和菌核病。苗床整 

平、整细即可播种。在播种前要进行种子处理，花粉拌种， 

用药量为种子重量的0．1％．0．5％。把浸泡刚开始萌芽的种 

子，放在0℃左右(·1qC—l℃)的低温条件下5~7 d(天)，种子 

经过低温或变温处理后对幼苗生理特性有很大影响。播种 

后要保持床土湿润，温度在 25℃～28℃。浇水时浇 25℃左 

右的温水，以促进种子迅速发芽。一串红幼苗子叶展足后 

于4月份移植冷床，床面须先铺好 4 cm一5 cm(J亘米)厚的过 

筛培养土，待真叶长出4枚后，留二叶摘心，待侧枝萌发，即 

可移植露地苗床或畦头，株距20 cm(厘米)，植株蓬茎相接 

时，即可带土定植园地或花坛，株距30 cm(J~米)，定植前须 

滴心，以减少蒸发，促进萌发新根，或于7月底，带土上7寸 

盆作盆花。一串红中的蚜虫比较严重，其防治方法根据蚜 

虫的生活史，喷施40％乐果乳剂3000倍液或 80％敌敌畏 

乳剂2000倍液，或59％灭蚜橙乳剂 500倍液。褐斑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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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式硫酸铜可施性粉剂喷雾，效果很好。 

1．4一串红的组织培养研究 

因为在组织培养快繁过程中如果通过愈伤组织再产生 

芽丛，不仅增加了变异的机率，而且也延长快繁的周期，因 

此本实验直接进行芽丛的诱导，得到了芽丛后，直接在原培 

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 

2材料与方法 

2．1实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一串红的叶、带腋芽的茎段、顶芽。 

2．2培养基 

培养基采用1，2Ms+6_’BA 1．0mg／L+NAA 0．5mg／L，琼 

脂粉7gm，蔗糖 20g／L。pH值为5．8。 

在诱导分化阶段可分别采用 (1)I~Ms+6一BA ．o mg／L 

+NAA0-3 mg／L和(2)1／2Ms+6·BA o mg／L。在继代培养阶 

段可分别采用(1)l／2Ms+6一BA：orag／L+2，4-D mg／L和(2) 

l~Ms+6一BA o rag／L+2，4-D mg／L。在生根培养阶段可 

分别采用 (1)1~Ms+6__BA mg／L+NAA mg／L和 (2) 

l~Ms+6一 BA2o mg／L+NA Ao 3 mg／L 

2．3实验方法 

选择外植体接种外植体分别为茎段 (1 cm) 、叶片 

(O．5cm2)和顶芽。将外植体接种在诱导培养基上，13-16d后 

将诱导出的小芽体转接到继代培养基上，当小苗长到约2 

cm时再接到生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 

培养条件采用光照培养，每天光照 12h，光照强度 

2ooIx，温度 25℃左右。 

再生植株的驯化与移栽：当小苗长出的3-5条，长约 

3-5cm的健壮的不定根时，将培养瓶从培养室内取出放在 

室温内进行炼苗，此时不打开封口膜，4-5d后，取下封口膜 

在散射光条件下培养 1w左右进行移栽，采用细砂作为基 

质，并在移栽后用塑料薄膜覆盖，2w后移栽到由 1／2草炭 

土加 l／2砂以及少量有机肥的基质中。 

3结果与分析 

3．1诱导分化培养 

用叶片作外植体在诱导分化培养基上培养均无反映， 

而以 1cm茎段403'b植体进行培养时(1)上的6d后开始萌动 

并迅速生长；(2)上的没有萌动现象，后逐渐变褐死亡，即使 

有萌动的生长也很缓慢。 

3．2继代培养 

将生长出的小芽体分别接种于两种继代培养基上，(1) 

上的小芽体只有少数进行分生，且生成芽体发黄不健壮。 

(2)上的6d后迅速在小芽体基部分生出若干个芽体并长大。 

3．3生根培养 

将约2cm长的小苗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上，(1)／J、苗长高 

并粗壮，12d后基部就有根生成；(2)上的小苗细弱，几乎不 

长 ，并逐渐变黄。 

3．4再生植株的驯化移栽 
一 串红对于移栽的土壤要求不高，在草炭土：砂(1：1)的 

基质中，能够较好地生长，在2w后成活率达到85％以上。 

4小结与讨论 

(1)诱导分化阶段(1)最适；继代培养(2)最适；生根培 

养(1)最适。 

(2)培养过程中的褐化问题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部分外植体会产生褐化现象，这主 

要是由多酚氧化酶作用于天然底物酚类物质而引起的。一 

般认为：影响组培外植体褐变的因子主要有：外植体酚类 

物质的含量、PPO活性上的差异、外植体的大小、培养基成 

分、激素类型。在植物组织培养中，一般都是从培养基的组 

成，如培养基的无机盐成分、蔗糖浓度、添加的激素种类和 

浓度、加人吸附剂活性炭或 PVP(聚乙烯吡咯烷酮)等来防 

止外植体褐化 。在本实验的芽丛诱导过程中，由于加人的 

是低盐培养基 l，2Ms，褐化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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