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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牡丹的当年生茎尖为外植体进行簇生芽诱导，对牡丹的快繁技术进行改良研究。结果表明，诱导簇生芽时，在Ms 

+6一BA2．0mg／L+NA．A0．2ms／L+200mg水解乳蛋白培养基上的诱导效果较好，分化率达 100％；继代培养时，以MS+6一 

BA1．0mg／L+KID．5mg／L+NAA0．1ms／L+200mg水解乳蛋白培养基的增殖倍数最高，达 11．8倍；再生苗在 1／2MS+NAA0．1ms／L 

+200mg水解乳蛋白培养基上生长良好；在炼苗中，移栽基质以蛭石+苹炭土较好，其有助于小苗的后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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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传统的繁殖方法多采用播种、嫁接和分株方式，不 

仅成苗周期长，而且出苗量少，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生产 

的需求。关于观赏植物牡丹的快繁技术研究多以生成愈伤 

组织为主，笔者曾经重复以上实验，发现以上操作存在操作 

复杂、繁殖系数较低、诱导芽生长较弱等缺陷。本研究以牡 

丹的当年生嫩枝茎尖为外植体，对牡丹的快繁技术培养基成 

分重新进行了研究，以克服以上缺陷，为牡丹种苗的工厂化 

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试验材料为采自莱阳农学院苗圃，品种为‘大胡红’，其 

生长良好，且无病虫害。 

1．2 外植体的选用 

试验采用牡丹茎尖为初始培养的外植体。 

1．3 外植体的灭菌处理 

灭菌流程为：洗衣粉液浸泡20rnin一流水冲洗至清一剥 

去鳞片一体积分数 70％酒精浸泡 3os一无菌水冲洗 1 一 

50g／L次氯酸钠液浸泡 15min(或 25g／L次氯酸钠溶液浸泡25 
— 30min)--*无菌水漂洗 3次(每次lmin)。 

1．4 试验方法 

1．4．1 不同激素配比对牡丹簇生芽分化的影响 基本培养 

基为MS+蔗糖30g／L+琼脂 6g／L+vc2．5g／L+200rag水解乳 

蛋白。pH5．8，其中再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6一BA(设 1．O， 

2．O．3．0，4．0m~L4个质量浓度梯度)和 NAA(设 0．0，0．1， 

O．2m~L3个质量浓度梯度)作为簇生芽分化的培养基，然后 

将消毒处理后茎尖接种在诱导培养基上进行培养观察 J。 

1．4．2 不同激素配比对牡丹再生嫩茎增殖的影响 基本培 

养基为 Ms+蔗糖 30g／L+琼脂 8g／L+200II】g水解乳蛋白， 

pH5．8，其中再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 6一BA(O，O．5，1．O， 

2．0mg／L)，KT(O，O．5，1．O，2．0ms／L)和 NAA(0．05，O．1O， 

O．20ms／L)作为再生嫩茎增殖培养基；将初代培养所得的簇 

生嫩茎切成1cm长的小段，转入增殖培养基上培养，4周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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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并统计结果。 

1．4．3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牡丹生根的影响 以pH5．8的 1， 

2MS+蔗糖30g／L+琼脂8g／L+200mg水解乳蛋白为基本培养 

基，其中再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 N从 (O．05，O．1O，0．20mg／L) 

和I队(O，O．5，1．OH1g／L)作为生根培养基 ；将继代培养所得 

的嫩芽切下转入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0d后观察。 

以上培养基均在 121ac条件下灭菌20mili。培养温度为 

(20±2)℃，每13光照 14h，光照强度20001x。每个处理重复5 

次。 

1．4．4 小苗移栽 当生根培养的小苗根长为 1．5—2．0cm 

时，将其带瓶移人大棚炼苗7d，移栽前3d用50％可湿性多菌 

灵 800倍液喷浇灭菌，幼苗种植基质有蛭石+草炭土和泥炭 

+珍珠岩两种，每种基质中2种材料的体积比均为 1：1。每 

种基质栽植小苗 1000株。 

2 结果与分析 

2．1 激素配比对牡丹簇生芽分化的影响 

衰 1 不同激素配比对牡丹簇生芽分化的影响 

试验发现，牡丹茎尖分化能力较强，培养 2周后逐渐分 

化出幼芽，30d后每节小段的簇生芽数为4—6个，长约 1．5— 

3．5cm。由表 1可知，在MS+6一BA2．0rag／L+NAA0．2ms／L培 

养基中，簇生芽的分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分化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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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培养基中6一BA的添加量为2．0mg／L，NAA为0时，其分化 

率亦达 90％。但随6一BA和 NAA添加量的增加，分化率随 

之降低，当6一BA为4．Omg／L，NAA为0．2mg／L时，分化率降 

到最低，仅为 10％。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牡丹再生嫩茎增殖的影响 

增殖培养结果因激素配比不同而异，嫩茎增值倍数随细 

． 盼 裂素浓度的增加而提高，以 Ms+6一BA1．Omg／L+ 

KT0．5mg／L+NAAO．1mg／L培养基的增殖倍数最高，达到 l1．8 

倍，且芽苗生长健壮(见表2)。 

表2 不同激素培养基对牡丹再生嫩茎增殖的影响 

裹3 不同生长素组合对牡丹生根的影响 

2．3 不同生长素组台对牡丹生根的影响 

· 40 · 

以1／2MS+NAAO．1mg／L培养基的生根效果最好，见表3， 

每个嫩茎生根3—5条，长约2—3cm，生根率达 100％。 

2。4 两种基质对小苗移栽的影响 

于生根小苗培养 15d后，对生长健壮的试管苗进行炼苗 

移栽。移栽后浇一次定根水，以后保持基质见干见湿，温度 

保持在20℃左右，初期适当遮荫。移栽后约 15d的缓苗期过 

后，植株发出新根开始正常生长。试验所用的2种混合基质 

对炼苗成活率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对小苗后期生长速率有 

影响。蛭石+草炭土和泥炭+珍珠岩的平均苗高分别为 18． 

4cm和l1．5cm(30d后)。由此可见，蛭石+草炭土基质更适 

于小苗的生长。 

3 结论 

牡丹组织培养过程中，6一BA与NAA的浓度配比对外植 

体的诱导具有显著影响。在分化培养 阶段，MS十6一 

BA2．0mg／L+NAA0．2mg／L+200mg水解乳蛋白对簇生芽的诱 

导效果较好，分化率达 100％；在继代增殖培养阶段，以MS+ 

6一BA1．Omg／L+KTO．5mg／L+NAA0．1mg／L+200rag水解孚L蛋 

白增殖倍数最高，可达 11．8倍。NAA对牡丹芽分化的影响 

并不十分显著，但对根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再生嫩茎在 

I／2MS+NAA0．1mg／L+200mg水解乳蛋白培养基上生长发育 

良好。再生后的完整植株苗形美观，色泽深绿，移栽后生长 

旺盛。在炼苗过程中，选择蛭石+草炭土(体积比为 1：1)基 

质可加速其后期生长，利于试管苗的成活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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