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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白网纹草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将其接种在附加不同浓度激素的Ms培养基上。试验结果表明：最佳启动 

培养基为 Ms+6一BA0．5 mg／L+IBA0．2 mg／L，最佳增值培养基为MS+6一BA0．2 mg／L+IBA0．1ms／L，生根的适 

宜培养基为 1／2MS+NAA0．2 mg／L，同时还发现将生根培养基中的蔗糖换成白砂糖 ，对生根效果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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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eeding Reproduction of the Tissue Culture 

of Fittonia Verchaffeltii var．Argyroneura 

FENG Lin-jian，et a1． 

(Hena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College，Zhongmou，Henan 45 1450，China) 

Abstract：We took the bud—growing twig sections of Fittonia verchaffeltii vat。axgyroneura as explants to plant into Cul- 

ture media with various densities．Th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initiating culture medium was MS+6一BA0． 

5 mg／1+IBA0．2mg／l，the optimum increment culture medium WaS MS+6一BA0．2mg／l+IBA0．1 mg／1，and the optimum 

culture medium for radication WaS MS+6一BA0．5mg／l+IBA0．2mS／；meanwhile，we found that if the cane sugar in the 

culture medium WaS chan ged into white granulated sugar，the effect on the rootage waS not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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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网纹草(Fittonia verehaffehii var．argyroneura) 

又名费通草，为爵床科网纹草属植物。原产于南美 

秘鲁，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植株低矮，呈匍匐状蔓 

生，高约5—20cm，叶面密布红色或白色网脉，耐阴 

性强，适合小盆栽或吊盆栽培。由于白网纹草株型 

小巧玲玫，姿态轻盈 ，叶脉清晰，叶色淡雅，纹理匀 

称，深受人们喜爱，在观叶植物中属小型盆栽植物， 

是 目前欧美市场上十分流行的室内盆栽小品种。2O 

世纪7O年代才开始从国外引种，9O年代进行小批 

量生产。现在我国南方已广泛栽培，在北方人们也 

开始在室内栽培。白网纹草主要是靠扦插或分株法 

繁殖，在华南地区全年均能育苗，北方地区因冬季气 

温低较不易发根，只能在春、夏两季育苗。由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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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繁殖速度太慢，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可以利用组 

织培养技术对白网纹草进行快速大量繁殖。本文以 

白网纹草带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快速繁殖研 

究，旨在为大规模工厂化育苗提供技术参数。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材料 白网纹草幼嫩枝条，采自河南农 

业职业学院花木中心。 

1．1．2 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的 

激素配 比。培养基均加蔗糖 3Og／L，琼脂 7 g／L， 

pH5．8。置高压灭菌锅中，在 121 oC一126~C(1．1kg／ 

em 条件下灭菌20min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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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启动培养 在晴天的下午从健壮无病虫害 

的植株上取材料。剪取当年新生的枝条作为外植 

体，去掉 叶片。先用多菌灵 (1：800)溶液消毒 

10min，在流水下冲洗 30min，再在洗洁精水中浸泡 

10min，并用软毛鞋刷轻轻刷洗表面，自来水冲洗干 

净。在无菌条件下用70％ ～75％酒精浸泡 25s，再 

用0．1％Hgcl2浸泡 8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6遍， 

及时剪去茎段两端与灭菌剂接触 的部分，并剪成 

1cm左右的单芽茎段 ，芽头向上接入培养基 A1～A5 

中，置于25℃ ～28℃、光照强度 1500 Lx～2000 Lx、 

光照时间 12h／d～15h／d的条件下培养。30d后统 

计萌发率和新芽高度。 

1．2．2 增值培养 将初代培养长势整齐一致的嫩 

芽剪切成单芽茎段，接种到增值培养基 B1～B12 

中，25d后统计增值数、高度和芽生长情况。培养条 

件同上。 

1．2．3 生根培养 取 3～4cm高的白网纹草嫩芽 

转入培养基 C1～C6中，25d后统计生根率、根条数、 

长度和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 

外植体接种 10d后腋芽开始萌动，30d后均长 

出新芽。但不同的培养基发芽率、新芽高度有明显 

差异(表 1)。培养基 A5是最佳处理，芽诱导率达 

75．0％，平均新芽高度 3．1cm。 

表 1 不同激素组合对白网纹草茎段芽分化的影响 

2．2 不同激素组合对芽丛诱导的影响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配合使用时，若生长素浓 

度较高，则有利于细胞的增殖和根分化；若细胞分裂 

素浓度相对较高，则促进芽的分化 ]。但随细胞分 

裂素浓度的增加，在诱导芽丛的同时，会产生较多的 

玻璃化苗 ，并且芽也较瘦弱(表2)。从表 2看出， 

培养基 B1的芽平均增值数为3．5，平均苗高 3．6，且 

生长粗壮，叶色浓绿，为最佳培养基。添加一定浓度 

的 IBA对白网纹草增值效果优于 NAA。 

表2 不同浓度激素组合对白网纹草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 6一BA IBA NAA 玻璃化 平均芽增 平均高度 芽生长 

代号 (m~／L)(milL)(m~／L) (个) 值数(个) (Cm) 情况 

2．3 生根培养 

降低培养基中无机盐的浓度有利于组培苗生 

根 ，实验结果表明，在 1／2MS培养基中添加 NAA 

0．2mg／L，生根率达 97．5％，生根效果也最好 (表 

3)。将该培养基中的蔗糖换成白砂糖，在相同条件 

下培养，结果表明对 白网纹草生根的影响不大(表 

4)。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培养基 基本培 NAA 生根率 平均根 平均根 
代号 养基 ( L) (％) 数(个)长( ) 根生长情况 

培藕  NAA

mg／L cm
根生⋯  ( ) (％) 数(个)长( ) ⋯ 

2．4 组培苗驯化移栽 

组培苗是在无菌、有营养供给、适宜的光照、恒 

温和高湿环境中生长的，并有适宜的植物激素以调 

节其生长代谢等生理需要，一旦出瓶移栽，环境发生 

了不利于其生长的变化。要使组培苗大量移栽成 

活，就应尽 可能地创造适宜于它生存 的环境条 

件 。当不定根长到 4～5cm后 ，移至温室内炼苗 

5d，再去掉封VI膜炼苗3d。移栽时用镊子轻轻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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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苗取出，用清水洗净根部黏附的培养基，在 

0．5％多菌灵水溶液中蘸一下，栽植在基质 中 ]。 

基质选择蛭石、草炭(1：1)混合 j，用 0．03％高锰 

酸钾水溶液消毒。移栽后注意保湿、保温、遮荫，两 

天后浇一次营养液，以后每隔 5d浇一次营养液，并 

喷0．2％多菌灵防腐。移栽 20d后，成活率在 95％ 

以上。 

3 结论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激素的种类和浓度及其配 

比对试验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白 

网纹草启动培养的最佳激素配比为 MS+6一BA0．5 

mg／L+IBA0．2 mg／L，最佳增值培养基为 MS+6一 

BA0．2 mg／L+IBA0．1 mg／L，生根的适宜培养基为 

1／2MS+NAA0．2 mg／L。还可以将生根培养基中的 

蔗糖换成白砂糖，这样可以降低工厂化生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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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网纹草驯化移栽过程中，只要加强管理，移栽成 

活率可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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