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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基与碳源对丽佳秋海棠组培苗的影响 

杜启兰 (临沂师范学院农林学院，山东临沂276oo3) 

摘要 探讨了培养基与碳源种类和浓度对丽佳秋海棠组培快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丽佳秋海棠组培快繁中，以Ms培养基较适合，适 

宜的碳源为白砂糖，其适用浓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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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佳秋海棠(R／eger begon／a)属秋海棠科、属，为多年生名 

贵草本花卉，冬季开花，花期从每年 12月份到次年4月份，花 

大而多，色彩艳丽，观赏价值很高，市场潜力大，已成为目前 

国内、国际市场十分畅销的盆花种类，深受人们的喜爱。然 

而，丽佳秋海棠主要靠扦插及分株繁殖，繁殖系数太低，不能 

满足市场的需要。利用组培方法进行快速繁殖，可以很好地 

解决生产中其种苗不足的问题。为加快丽佳秋海棠种苗工 

厂化生产，笔者研究了不同培养基与碳源种类和浓度对丽佳 

秋海棠组培快繁的影响，从而筛选出适宜的培养基与最佳碳 

源种类和浓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从荷兰引进的黄花丽佳秋海棠‘达布拉’(CV． 

如6m)，经初代培养获得的组培苗，分割后接种到供试培养基中。 

1．2 方法 

1．2．1 不同培养基对丽佳秋海棠嫩茎形成影响的试验。 

选用 MS、N6、B5、H4种基本培养基，每个处理 4次重复，附 

加 BA0．6me／L+NAA0．01 mg／L+白砂糖 3％+琼脂 7 L， 

培养26 d，调查繁殖系数和株高。 

1．2．2 碳源种类对丽佳秋海棠繁殖系数影响的试验。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BA0．6mg／L+NAA0．01 mg／L和琼 

脂7g／L，设置蔗糖、麦芽糖、葡萄糖、白砂糖各为3Og／L4个 

处理，4次重复，培养26 d，调查繁殖系数。 

1．2．3 白砂糖浓度对丽佳秋海棠嫩茎生长影响的试验。 

以M_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BA0．6mg／L+NAA0．01 mg／L和琼 

脂7 L，设计白砂糖浓度为 0．5％、1．5％、3％、4．5％、6．O％、 

7．5％6个处理，4次重复，培养28d，调查繁殖系数和株高。 

1．2．4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25±2)oC左右，光照 1O～12 

h／d，光照强度 1 200～1 500lx，培养基 pH值 5．8。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丽佳秋海棠嫩茎形成的影响 试验结 

果表明(表 1)，经 F检验，繁殖系数各处理间差异显著[F= 

4．O1 ， 
．∞ (3，12)=3．49]，用 LSD法多重比较得知：以 Ms 

效果最好，繁殖系数达 7．2左右，依次是 B5、N6、H。MS培 

养基含有较高的无机盐浓度，尤其是含有很高量的氮、钾， 

营养丰富，且其他成分的数量和比例较为适合，满足了植物 

细胞在营养和生理上的需要，比较适合植物生长。B5培养 

基与 MS成分类似，总氮量高于MS，但铵的含量较低，与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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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B5培养基嫩茎生长快，其他指标不如 MS；N6、H与 MS 

培养基相比，无机盐和维生素种类虽丰富，但总盐度和总氮 

量较 MS培养基低，两者繁殖系数类似，只是在 H培养基上 

嫩茎生长速度快。 

由此可见，过低的无机盐浓度，不适宜的营养比例都不 

利于嫩茎形成。过高浓度的铵虽有利于愈伤组织形成，但 

不利于嫩茎生长。总之，对丽佳秋海棠组培苗而言，MS是 

比较好的培养基。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丽佳秋海棠嫩茎形成的影响 

2．2 不同碳源对丽佳秋海棠繁殖系数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明，经 F检验，各处理间差异极显著[F=7、34～ ，F0_01 

(3，12)=5．95]，经 LSD法多重比较：对丽佳秋海棠试管苗 

繁殖系数的影响是蔗糖 7．2(A)>白砂糖 6．9(A)>葡萄糖 

5．3(B)>麦芽糖 4．2(B)，蔗糖与白砂糖的繁殖系数差异不 

显著。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应选用白砂糖，每升培养基的成 

本可比蔗糖降低21％左右，这对降低组培苗成本，提高工厂 

化育苗的效益意义很大。 

2．3 不同浓度的白砂糖对丽佳秋海棠嫩茎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表2)，无论是繁殖系数还是株高，各处理间 

差异极显著[Fo 0I(6，18)=4．01]，以白砂糖浓度 3％时效果 

最好，组培苗生长健壮，繁殖系数达 7．7左右，株高 1．27 cm 

上下。浓度过高过低都不利于丽佳秋海棠组培苗的增殖生 

长，糖浓度过低，不能满足试管苗生长的需要，生长弱，分生 

少；糖浓度过高，渗透压大，对细胞形成反渗透，使细胞难以 

获得分裂增殖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造成糖害，致使其生长 

缓慢，繁殖系数降低，组培苗叶色黄化。 

表 2 白砂糖浓度与丽佳秋海棠试管苗嫩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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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 

4．2 继续完善柠条育种基础研究 综上所述，柠条育种的 

基础研究如形态解剖、光合和水分生理、营养价值等方面已 

做了大量的研究，给柠条良种选择提供了借鉴，但是这些工 

作大多不是在为育种而开展的，因此没有针对性，缺乏系统 

性。柠条主要分布于高寒地带，对于柠条抗寒基础也未见相 

关报道。随着柠条的育种工作的需求，也要根据不同的育种 

目标完善不同方面的基础研究，如为了提高柠条作为饲料的 

利用率，则需要专门研究柠条不同种源和品种的营养成分及 

适 口性等。 

4．3 确定柠条育种目标，开展常规育种 柠条具有广泛的 

利用价值，可用于防风治沙、保持水土、提取油脂、用作饲料 

和药物等，应该根据不同的生态和经济需求，分别制定柠条 

育种目标，采取种质资源收集和评价、杂交、无性繁殖以及组 

培等多种手段开展育种工作，并找出最佳选育手段和选育适 

合不同目标需求的柠条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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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浓度与嫩茎数目、嫩茎长度的关系可用图 1、2描述。 

n 5 L 5 3-0 4．5 6．0 7．5 

糖浓度 Ⅳ％ 

图 1 橱浓度与繁殖系数 的关系 

3 小结 

在丽佳秋海棠组培快繁过程中，以MS培养基较适宜； 

最佳碳源为蔗糖或白砂糖，繁殖系数均达7．0左右，生产上 

为了降低成本，建议选用白砂糖；白砂糖浓度为 3％时，繁殖 

系数最高，达 7．7左右。 

n 5 L 5 3．0 4．5 6．0 7．5 

糖浓度 Ⅳ％ 

图2 糖浓度与嫩梢长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韦三立．花卉组织培养[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1701． 

[2]谭文澄，戴策刚．观赏植物组织培养技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1701． 

[3]向邓云．植物生长 控~llEJ] 
涪陵师专学报，2001，17(3)：119—123． 

[4]远凌威，袁正仿，张苏峰．丽格海棠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研究[J]．信 
阳师范学院学报。扣吆，15(2)：219—221． 

[5]程丽芬．简化培养基试验[J]．山西林业科技，1999(3)：l一4． 

5  3  1  9  7  5  

L L L 仉  仉  

8 J『篓 藜  

8  7  6  5  4  3  

攥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