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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花月季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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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丰花月季的腋芽作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结果表明：长度在 1～lOInlll的茎段及枝条中部的芽诱导比较快，加入O．05 rn L的 
赤霉素诱导效果更好。最佳增殖培养基配方为MS+6-BA2．00 rn L+IBA0．30 rn L，28d继代 1次有利于增殖；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4MS 

+NAA0．03 rn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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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花月季属蔷薇科蔷薇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每年多次开 

花，花色绚丽多彩，在观赏植物中地位很高，是古今中外文人 

墨客咏叹的佳作，赢“花中皇后”之美誉。它分布极广，适应 

性强，栽培容易。目前丰花月季多采用扦插繁殖，但有些名 

贵品种扦插不易生根，繁殖速度受到很大的限制。采用组织 

培养技术，成功培育了大量优质丰花月季组培苗，为迅速普 

及名优新品种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取生长健壮的丰花月季当年生枝条，用饱满 

而未萌发的腋芽茎段作为外植体。 

1．2 方法 将外植体去刺和叶，用洗衣粉溶液浸泡 1 min，冲 

洗 20 min，放到洁净工作台上用 70％酒精表面灭菌 10 s，用无 

菌水冲洗 1遍，再用 1％次氯酸钠溶液浸泡 5～8 min，然后用 

0．1％升汞溶液浸泡5 min左右，无菌蒸馏水冲洗6—8遍。用 

解剖刀切去茎段两端毒害的部分，然后接种在诱导培养基 

中。基本培养基为：MS，琼脂0．7％，蔗糖 3％，每瓶接种茎段 

3 4个。 

1，3 培养条件 在光照培养箱内培养，培养温度 22—26 qC， 

光照 12—14h／d，光照强度 1 500—2 000lx，pH值 5．8～6，0。 

2 结果与分析 

2，1 影响丰花月季诱导丛生芽的因素 

2，1．1 腋芽在茎段上的位置对诱导丛生芽的影响。用丰花 

月季的枝条，均等分为几段带腋芽茎段培养在无激素的 MS 

基本培养基上，20 d左右可见接近枝条最顶端和紧挨着枝条 

基部的芽发育最慢，而枝条中部的芽发育比较快，可见采用 

中间的茎段诱导芽是最好的。 

2．1．2 茎段长度对形成多芽苗的影响。将茎段切成不同的 

长度接入诱导培养基中，结果表明：茎段长度 1～10 rfllTl时对 

形成多芽苗最有效，不但百分率高且每个茎段的侧枝数也较 

多，切割过短或过长都对芽的诱导不利，芽苗形成较少。 

2．1．3 赤霉素的影响。在月季诱导培养中加入 0．05 mg／L 

的赤霉素诱导芽较快。 

2．2 影响丰花月季继代增殖的因素 

2．2．1 细胞分裂素 6-BA用量。由表 1可见，采用不同浓度 

6-BA芽的数量都增加，从芽的基部可增殖2～6个2～3 cm高 

的芽；丰花月季最适宜的增殖培养基是Ms+6-BA 2．00mg／L 

+IBA 0．30 mg／L，当细 胞 分裂 素 6-BA浓 度 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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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时增殖苗最多。 

表1 细胞分裂素6-BA用量对丰花月季继代增殖的影响 

培养基／／mg／L 外殖体数(诱导苗)∥个分株数(增殖苗)∥个 

2．2．2 继代培养时间对苗增殖的影响。在 MS+BA 2．00 

rr瑶／L+IBA0．30me／L的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增殖培养发现：培 

养0 d，增殖苗 1个；培养 13 d，增殖苗2个；培养 28和 36 d，增 

殖苗均5个，表明丰花月季以28 d继代 1次最好，28 d以上继 

代 1次的苗数不再增加。 

2，3 影响丰花月季生根的因素 

2，3，1 不同浓度 MS无机盐对丰花月季生根培养的影响。 

试验中采用 MS、1／2MS、1／4MS 3种无机盐，不加生长素或加 

入低浓度的生长素均可促进苗生根。其中MS无机盐的生根 

率为 35％，1／2MS无机盐的生根率为90％，1／4MS无机盐的 

生根率为99％，以 1／4MS无机盐生根最好。 

2，3．2 生长素种类及浓度对丰花月季生根的影响。用 

NAA、IAA和 IBA 3种生长素的不同浓度进行生根试验，结果 

表明(表2)：在生长素NAA 0．03和0．10 me／L培养 4～7 d，长 

出数条白根，根壮且苗长势好；在生长素 IAA 3．00 me／L时先 

产生愈伤组织然后才生根，生根率不高。采用生长素 NAA 

生根效果最好。 

表2 生长素种类及浓度对丰花月季生根的影响 

生长素浓度／／m~／L 培养物生根率∥％ 

80．0o 

96．60 

80．1O 

65．0o 

89．0o 

63．0o 

82．0o 

28．0o 

2．3．3 活性炭对丰花月季生根的影响。由于木本植物丰花 

月季在生根培养时易产生褐变问题，因此在生根培养中加入 

适量的活性炭生根效果会较好，0．1％～0．5％的活性炭对酚 

类物质有吸附作用，可以减少褐变的产生。 

3 生根移栽 

将准备移栽的组培苗从室内移到室外炼苗2 d，用镊子 

(下转第5643页) 

∞ m ∞ ∞ ∞ m ∞ 

0  0  0  0  l  3  0  l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 B N N N N I I I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4卷 2l期 张重阳等 我国节水高效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5643 

难。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兴衰在国民经济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在我国，旱灾较其他自然灾害遍及的范 

围广、历时也长，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每年遭受各种 自然 

灾害的农田面积和粮食作物减产损失中，旱灾要占 1／2以 

上。由于缺水，我国农业的受旱成灾面积不断扩大，20世纪 

50年代我国成灾面积 1 130万 l2，80年代达到230万 kmz，90 

年代扩大到2660万km2，每年因缺水而减产粮食700亿 800 

亿l(g。干旱缺水已成为我国农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供给 

的主要制约因素。 

2．3 水质污染与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用水的短缺程度 

由于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的不适当处理与排放，使我国江 

河湖泊的水污染日趋严重。据统计，我国主要河流如长江干 

流、黄河干流、珠江水系、淮河水系等水质都呈下降趋势。位 

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流域目前有 1／4为污染水面，水体富营 

养加剧，藻类比10年前增长了5倍。在农业生产中，不科学 

的农田灌溉，使农田中相当的一部分化肥、农药随排水进入 

河流，造成水污染，水污染与恶化又加剧了农业用水短缺。 

3 节水高效农业发展对策 

3．1 强化水资源管理的能力建设 水资源的管理是水资源 

高效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投资 

少、见效快、效率高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体 

制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部门分割、地区分割、多 

头管水、多头治水”的分散管理，十分不利于水资源与不同地 

区、行业经济的协调发展，致使水资源浪费严重，水污染加 

剧。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应做的工作 ：一是成立国 

家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实现水资源 

管、供、用和治理协调；二是确立清晰的产权和明确职责，使 

水资源的使用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三是建立节水激励机 

制，根据节水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奖励。 

3．2 实施农业节水技术一体化战略 农业节水效率的提高 

依赖科学技术。目前，有关农业节水技术很多，它包括降水 

的集存技术、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节水管理技术，生物、农艺 

技术等。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地区往往偏向于某项技术，缺 

乏将这些技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致使农业用水 

效率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必须实行农 

艺、生物节水技术、水利工程、管理措施的优化集成，特别要 

重视农业节水技术，形成以灌溉与生物节水技术为核心，并 

与各项节水和集水工程配套的综合农业技术体系，发挥各项 

节水技术的整体效益。 

3．3 坚持源头、渠道、田间节水并举 田间节水既是农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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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苗并洗去根部残留的培养基，然后将苗移栽到准备好 

的基质中，及时浇水，基质为锯末和泥沙(1：2)。在合理的 

管理条件下，组培苗可直接移植到田间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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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增效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农业节水中的最薄弱环节，是 

节水高效农业的工作重点。要在重视水库、输水渠道等水源 

工程节水措施的同时，把田间节水放在节水农业的突出位置 

来抓。 

3．4 建立科学的节水高效水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 

用水水费价格远远低于供水成本价格，基本上都是福利性供 

给。由于水价太低导致：一是农民浪费水和不爱惜水；二是 

灌溉管理单位收取的水费人不敷出，节水灌溉工程难以维修 

更新，节水效益日趋下降。因此，必须以水价改革为突破口， 

建立节水高效的科学的水价体系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① 

把水资源的供求规划纳入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在 

产业布局和工农业结构调整上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实 

行计划供水。②在水费征收方面，必须理顺水价，按供水成 

本和水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核定水价。③建立科学的水价 

体系，确保地表水、地下水及降水的合理利用_4 J。 

3．5 多途径加强水质污染的综合治理 水污染不仅造成功 

能性缺水，而且可通过多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和环境，对农业 

环境的破坏范围大、历时长，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农业可持 

续发展将产生不可弥补的后果。要加强水资源的综合治理， 

特别强调对由化肥、农药的农田经流，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废 

水、废物等污染进行控制。通过合理的使用化肥、农药，以及 

充分利用农村各种废物、废水，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 

3．6 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发展节水高效农业，仅仅考 

虑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是不够的，水资源总是与其他自然资源 

如土地、林业等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 

因此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过程中，要正确协调处理水资 

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农业生产， 

提高综合持续生产能力。 

4 结语 

发展节水高效农业除建立长效的节水农业机制、完善的 

用水计量体系等，还必须增强全社会公民水危机意识，切实 

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从节约和爱护每一滴水做 

起，使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缓 

解目前我国农业缺水状况，推动节水农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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