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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补血草组培苗生根培养基及移栽基质的筛选 

金 迪 ， 俞红强， 义鸣放 
(中国农业大学 观赏 园艺与园林 系 ．北京 100094) 

摘要 ：以二色补血草组堵苗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不同浓度激素配比的培养基对组培苗生根萤及根长的影响，并 

以组培生根苗为试材，研究了不同移栽基质对生根苗移栽成活率及生长状况的影响。旨在为二色补血草组培苗 

的实际生产和应用奠定基础。结果表明：1／2 Ls+NAA 0．5 mg／L+IBA 1．0 mg／L培养基最适合于二色补血草组 

培苗生根 ，生根苗在蛭石 +草炭(3：1)的移栽基质中成活率最高，长势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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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substrates for rooting and transplanting 

of tube plantlets of Limonium bicolor 

JIN Di，YU Hong—qiang，YI Ming—fang 

(Department of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94，China) 

Abstraet：The e{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various hormones on the rooting of Limonium 

bicolor were studied，and the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of plantlets in different substrates were evalu— 

ated，aiming to establish base for roo ting and transplanting of tube plant／ets of Limonium bicolor in 

practi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2 Ls 4-NAA 0．5 mg／L 4-IBA 1．0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rooting of Limonium bicolor，and the plantlets transplanted to the substrate with vermiculite 

and peat(3：1)gained the highest survival rate and the best condition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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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血草属 (Limonium Mil1．)植物 属于 白花丹 

科(称蓝雪科 Plumbaginaceae)草本或半灌木，叶基 

生，莲座状，小花多数侧生枝端，排成聚伞状，穗状或 

圆锥花序，花萼倒圆锥状或漏斗状，干膜质，常有颜 

色 卜引。二色补血草 (Limonium bicolor)又名付 氏 

矶松 、草原于枝梅 ，是蓝血科 补血草属 的越年生草本 

植物 ]，分布于东北 、华北地 区及苏 、陕、甘等省的盐 

碱地或沙质壤土上 ，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牧草资源，也 

是重要的药用 和观赏植物资源。二色补血草不仅 

可作鲜切花 ，而且因其花萼宿存 ，可以长期保持美丽 

的花色与花型而适宜作干花 ]。二色补血草种子采 

集困难．野生种性状多样化 、不稳定 ，人工育苗受季 

节和周期长的限制 ，繁殖缓慢 ，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 

需求，因此，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建立再生快繁体系 

是十分必要的。二色补血草的组织培养在国内已有 

一 些研究报道 ，王 文等 以带侧芽的嫩花柄为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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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诱导分化及增殖 ；张小苹等利用 叶片进行组 

织培养，建立无性 系 ；那淑芝等用二色补血草的茎 

诱导再生植株 ，建立再生快繁体系 。陈银风等也 

曾对二色补血草试管苗的生根及移栽进行了试验 ， 

初步得到适宜其生根和移栽 的 NAA或 IBA单一激 

素培养基 。但 是 ，对二色补 血草组培快繁 的初步 

研究发现 ，其组培苗生根时由于大量代谢物的产生 ， 

使根系结团，阻碍根的生长 ，对组培苗的移栽成活和 

幼苗的生长有 明显影响。因此 ，在前期研究 的基础 

上 ，本试验专门对二色补血草组培苗的生根及移栽 

进行研究 ，采用在基本培养基 中添加活性炭和激素 

正交组合设计 ，来筛选更适宜二色补血草生根的培 

养基 ，同时使用廉价的移栽基质 ，在粗放管理的情况 

下进行移栽试验 ，以期为生产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二色补血草的无根组培苗作 为生根培养基筛选 

的试验材料 ，生根后的组培苗作为移栽基质筛选的 

试验材料 。 

1．2 方法 

生根试验 以 1／2 Ls为基本 培养基 。单一激 素 

试验采 用 NAA 或 IBA，浓 度均 为 0．25、0．5、1．0、 

2．0 mg／L；激 素 组 合 试 验 采 用 NAA 和 IBA，以 

0．25、0．5、1．0 mg／L三个浓度正交组合设计 。 

每升培养基 中加蔗 糖 15 g，琼脂 7 g，活性 炭 

0．5 g，pH 5．7左右。培养室温度 25±2℃，光照强 

度 2000～3000 lx，每天光照 12 h。取长势相似的无 

根组培苗 ，分成单株接种到生根培养基 上，20 d后 

统计生根率 ，生根量 ，测量根长。 

移栽试验 以细河沙、蛭石 +草炭 (3：1)、蛭石 + 

珍珠岩 +草炭(1：1：1)、珍珠岩 +草炭(1：1)为基质， 

将生根情况相 似的组 培苗分别移栽 到不 同的基 质 

中，14 d后观察苗的生长状况 ，统计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对二色补血草生根的影响 

2．1．1 单一激素不 同浓度对二 色补血 草生根的影 

响 由表 1可 以看出，不同浓度 的 NAA和 IBA对 

二色补血草组培苗生根情况的影响不同。生根率均 

在 80％以上 ，除 NAA 0．5 mg／L和 IBA 0．5 mg／L两 

处理生根率较低外 ，其余各处理 的生根率均在 90％ 

以上 ，且各 处理之 间差 异不显著。在 相同浓度下 ， 

NAA 处 理 的 平 均 根 长 大 于 IBA，而 IBA 处 理 

(2．0 mg／L除外)的平均根量则多于 NAA。同一激 

素处 理 问 比较 可 见，无论 是 NAA，还 是 IBA(2．0 

mg／L除外)，平均根量和平均根长都随着激素浓度 

的增加而增大 ，其 中平均根长在 NAA 2．0 mg／L处 

理达到最大，即 3．32 cm，与其他处理呈显著差异； 

平均根量在 IBA 1．0 mg／L处理的最多 ，达到 24条， 

也与其它处理呈显著差异。 

表 1 不 同浓 度 NAA或 IBA对二色补血草 

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l Effect n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NAA or IBA on 

rooting of Limonium bicolor’S tube plantlet 

注 ：个 小 与r子母表不在 0 05水平 上差 异显著， f司． 

2．1．2 不 同激素组合对二 色补血草生根 的影响 

由表 2可 以看出，当 NAA浓度在 0．25～0．50 mg／L 

范围内，随着 IBA浓度的增大 ，各处理的生根率、平均 

根量和平均根长(NAA 0．50 mg／L+IBA 1．00 mg／L 

除外)都在增加，当 NAA浓度达到 1．00 mg／L时，生 

根率、平 均根量 和平均根长 (NAA 1．00 mg／L+IBA 

1．00 mg／L除外)则随着 IBA浓度 的增大反而下降。 

在所有处 理 中，NAA 0．50 mg／L+IBA 0．50 mg／L 

和 NAA 0．50 mg／L+IBA 1．00 mg／L两处理的生根 

率最高 ，达到 97％；NAA 0．50 mg／L+IBA 1．00 Ing／ 

L处理的平均根量最大 ，多达 27条，与其它处理相 

比呈显 著差异 ；NAA 0．50、mg／L+IBA 0．50 mg／L 

处理的平均根长最长 ，达到 3．73 cm，显著大于其 它 

各处理 ，但与 NAA 0．50 mg／L+IBA 1．00 mg／L处 

理的无差异 。由表 1和表 2可 以看出，NAA和 IBA 

正交组合设计后 的最高生根率、最大生根量和最长 

根长均显著优于单用 NAA或单用 IBA。因此，二色 

补血草组培苗生根的最适培养基为 1／2 Ls+NAA 

0．50 mg／L+IBA 1．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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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AA和 IBA组 合对 二色补血草组培 苗生根 的影 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NAA and IBA 

on rooting of Limonium bicolor’S tube plantlet 

2．2 不同移栽基质对二色补血草组培苗移栽成活 

和生长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 出，不同的移栽基质对二色补血 

草组培苗成活及生长状况的影响不一。蛭石 +草炭 

(3：1)的效果最佳，成活率高达 90％，与其它处理相 

比均呈显著差异 ，幼苗的生长状况也是各处理 中最 

好的，新叶 18枚 ，平均叶长 8．7 cm，长势强健 ；细河 

沙和蛭石 +草炭 +珍珠岩 (1：1：1)两种基质的效果 

也较好 ，组培苗成活率可达到 80％以上 ，幼苗生长 

状况 良好 ；效果最差的为草炭 +珍珠 岩(1：1)，移栽 

的组培苗无一成活 ，可能是 由于基质 中珍珠岩比例 

较大 ，通透性虽好但不保水 ，而保持较大的土壤和空 

气湿度对保证移栽幼苗 的成活至关重要。 

表 3 不 同移栽基质对 出瓶组培苗成活及生长的 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t transplanting substrates on survival ratio and growth of Limonium bicolor’S plantlet 

3 结论与讨论 

在本研究中基本培养基 中添加活性炭能有效抑 

制生根时代谢物的产生。NAA对二色补血草组培 

苗根的伸长有促进作用 ，IBA则对其组培苗的发根 

量有促进作用，根据两种激素的不同作用特点，将两 

者进行正交组合，试验并获得最适生根培养基 1／2 

Ls+NAA 0．5 mg／L+IBA 1．0 mg／L，使二色补血草 

组培苗的生根量和根长明显提高，为组培苗的移栽 

成活打下 良好 的基础。 

根据以往的报道 ，二色补血草组培苗移栽时大 

多采用珍珠岩作为移栽基质 ，由于珍珠岩排水性 

好但不保水 ，故 在移栽后需经常 浇水，管理 比较麻 

烦。本试验采用蛭石作为移栽基质，提高了基质的 

保水性，在粗放管理的情况下仍可达到很高的成活 

率 ，且蛭石 的成本只是珍珠岩的一半 ，可大大降低生 

产成本。 

本研究还发现组培苗生根培养时 问不宜过 长， 

根太长起苗困难，移栽时易伤根，影响成活率，而且 

若培养时间过长，根老化，根色发暗，也会影响成活。 

移栽时为防止菌类滋生，组培苗出瓶后要洗净培养 

基，移栽基质也要用蒸汽或高压灭菌锅消毒。二色 

补血草忌多湿环境 ，故小苗移栽成活后应减少浇水 

次数 ，让其接受大量散射光 ，以利小苗生长，缩短定 

植时间，一般 21 d后即可定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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