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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培养在丽格海棠快繁中的应用研究 

李先芳 ，李利红 ，李伟强 ，张雪保 ，何俊花 

(1．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生物工程系，河南郑州 450011；2．郑州市中原区农经委，河南郑州 450007) 

摘 要：以丽格海棠嫩叶片为外植体，接种在固态诱导培养基上形成丛芽后，再转至不同的增殖培养基上，分 

析和比较在不同培养基中的快繁效果。结果表明：MS+BA1．5mg·I +NAA0．01 mg·L 液体培养基是 

最佳增殖培养基；1／2MS+ NAA0．1 mg·L 液体培养基的生根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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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Rapid Propagation of Begonia rieger in Liqui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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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xperiment，the young leaves of Begion rieger were selected as explants and were in— 

oculated in solid inductive medium for inducing cluster buds：then the cluster buds were transferred 

into different multiplication culture mediums to watch the different macro propagation effects．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culture medium for multiplication was the 1iquid medium of MS+BA 

1．5 mg·L +NAA0．01 mg·L_。。the optimal medium for rooting was the liquid medium of 1／2MS 

+NAA0．1 mg·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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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格海棠(Begonia rieger)是秋海棠科秋海 

棠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为球根秋海棠和野生秋海 

棠杂交而成的优良品系。其花朵繁密，花色娇艳， 

花期长达 4～6个月，耐阴性好，非常适合室内栽 

培观赏，有广泛的市场前景。但由于丽格海棠通 

过扦插获得的量有限，进口种子的价格又很昂贵， 

所以以它的叶、茎、花茎、叶柄等营养器官作为外 

植体，进行组织培养是其快繁的有效途径。目前 

国内外的报道大多是关于对丽格海棠采取固体培 

养进行快繁的研究l1 J，未见关于液体培养快繁 

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在对丽格海棠进行启动培养 

以后，分别采用固、液两种培养基进行增殖培养(4 

种配方)和生根培养(2种配方)，以期筛选出丽格 

海棠离体快繁的最佳培养基，同时首次对丽格海 

棠液体培养的效果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河南华艺园林公司提供的盆栽丽格海棠。 

1．2 方法 

剪取生长健壮的嫩叶，自来水流动冲洗 3o～ 

60 min，在无菌条件下置于0．1 9，6升汞溶液中5～ 

6 min，无菌水冲洗 5～6次，切成 0．5～1．0 cm 

小块进行接种。 

启动培养基(1)MS+BA0．5 mg·L (以下 

单位相同)+NAA0．1(固)；(2)MS+BA1+ 

NAA0．1(固)；增殖培养基 (3)MS+BA0．1+ 

NAA0．01(固、液)；(4)MS+BA0．5+NA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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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5)MS+BA1．0+NAA0．01(固、液)； 

(6)MS+BA1．5+NAA0．01(固、液)；生根培养 

基(7)1／2 MS+NAAo．5(固、液)；(8)1／2 MS+ 

NAA0．1(固、液)。 

以上固体培养基中均加琼脂粉 7．5 g·I ， 

蔗糖30 g·L 。培养基分装在罐头瓶中，每瓶 

装 50 mL。 

培养条件：光照强度 1 500~2 000 lx，光照时 

间12 h·d ，温度(25±1)℃。 

2 结果与分析 

2．1 定芽的诱导 

外植体接种7 d后，叶组织开始发生变化，叶 

边缘膨大成拱形，叶色变淡；18 d后发育成黄绿 

色芽点，28 d后形成丛芽。 

表 1 不定芽诱导结果 

Table 1 The inducement result of the adventire bud 

由表 1知，以丽格海棠叶片为外植体诱导不 

定芽时，诱导率在 50 以上，其中(2)号培养基诱 

导效果最好。即 BA添加水平为 1 mg·L 时， 

不仅诱导时问短(28 d)，分化率高(88 )，而且丛 

芽致密，颜色油绿，生长整齐健壮。 

2．2 不定芽增殖 

将高度大于 0．5 cm丛芽切割成块，接种于 

(3)、(4)、(5)、(6)培养基上。每个处理接种 10 

块。9 d后各处理不定芽块基部开始有新芽发 

生，到 16 d后芽丛可长至 2 cm 以上的高度。 

表 2 不定芽增殖结果 

Table 2 The multiplication result of the adventive bud 

注 继代时间为丛芽接种至第一次继代}芽高≥2 cm为标准。 

Note￡Spacing interval is from the inoculation by buds to be transferred for the first time；The root which is no less than 2 cm is the 

standard of the numeration． 

由表 2知，以 MS为基本培养基，不同激素处 格海棠的典型形态特征。 

理水平及培养方式对丽格海棠不定芽的增殖表现 

不尽相同，如表所示，(3)、(4)培养基的继代时间 

都在 25 d以上，均芽数目少于 5个，叶色嫩绿，叶 

柄、叶脉黄绿；(5)、(6)培养基中，继代时间最长为 

23 d，均芽数 目最少为6．1个，且不定芽叶色油绿，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测验分别对每个增殖培养 

基的固体和液体培养产生的新芽数 目进行分析， 

结果表 3。从表中看出，(6)号培养基无论是固体 
j 

培养还是液体培养，其结果均与其他培养基结果 

达极显著差异水平，因此可以说，(6)号培养基是 

叶形呈倒卵形，主脉粗大基部及叶柄发红，具有丽 丽格海棠不定芽诱导的最佳培养基。 

寰 3 邓肯氏新复极差测验 

Table 3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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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体Solid a A (6)液体 Liquid a A 

(5)固体 Solid b B (5)液体 Liquid b B 

(4)固体 Solid c B (4)液体 Liquid C C 

(3)固体Solid C B (3)液体 Liquid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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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定根诱导 

将高度为 3 cm 以上的不定芽切下，转移至 

(7)、(8)进行生根培养。每个处理接种 1O块。lO 

d后基部伤口和基部茎节上陆续长出白色不定 

根，20 d后逐渐形成稳定根系，若生长时间延长， 

部分根及叶片黄化乃至变褐。 

从表 4可以看出，液体培养基生根的数 目和 

鲜重均大于固体培养基，根的长势也较固体培养 

基好，不仅有较多粗壮主根，而且侧根及毛根发 

疏，且易变褐。 

2．4 液体培养与固体培养效果的方差分析 

表 5对(3)号至(8)号培养基的固体和液体培 

养产生的新芽数 目或新根数 目进行了方差分析， 

可以看出，(3)和(4)两个配方的固体与液体培养 

差异不显著，这大概与 BA浓度低有关；(5)、(6) 

和(8)号配方的固体与液体培养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7)号培养基的固体与液体培养差异显著。也 

就是说，(5)、(6)、(7)和(8)液体培养效果明显好 

达；固体培养基产生的主根数量少、细长，侧根稀 于固体培养的效果。 

表 4 不定根诱导结果 

Table 4 The indueement result of the adventive root 

注；根长≥2 em为记数标准。 

Note：The root which is no less than 2 cm is the standard of the numeration． 

表5 不同类型培养基方差分析 旋转培养时，芽与芽、芽与容器的相互碰撞是否起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liquid 

and solid medium of every type 

培养基类型 Variety of the medium F 凡．o5 Fo．o1 

(3)固体与液体 Solid and liquid 0．07 4．42 8．28 

(4)固体与液体 Solid and liquid 1．98 

(5)固体与液体 Solid and liquid 10．14～ 

(6)固体与液体 Solid and liquid 31．03一 

(7)固体与液体 Solid and liquid 7．31 

(8)固体与液体 Solid and liquid 31．57— 

2．5 炼苗移栽 

将高度 3 cm以上适宜移栽的生根苗带出培 

养室，放在干净通风明亮的室内炼苗 3 d，打开封 

口膜再炼苗 3～5 d，栽植于温室经过消毒的基质 

中，基质由1：l的草炭和珍珠岩构成。每日早晚 

2次喷水，7 浇 1次 1／4MS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 

素液，成活率为9O 左右。 

3 讨 论 

3．1 液体培养与增殖、生根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丽格海棠最佳增殖培养 

基为(6)MS+BA1．5+NAA0．01(液)；最佳生根 

培养基为(8)1／2 MS+NAA0．1(液)。这与液体 

培养基营养均匀，气体交换充分有直接关系；另外 

到促进增殖作用有待探讨。生根培养若长期静 

置，部分根因缺氧而加速衰老，因此，生根培养尤 

其适宜低速旋转培养。 

3．2 繁殖效率 

以1个 l cm。叶片外植体计算，28 d形成丛 

芽可分割 5块，每块再经 19 d形成 l1个不定芽， 

20 d形成根系。接种第 67天后可形成 55株小 

苗，不定芽及叶片继续繁殖，按照 47 d可以继代 1 

次计算，1年可转 8次，理论上每年繁殖数可达 

55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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