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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矮牵牛幼苗的带芽短缩茎、无芽短缩茎、叶片和盆花的花托为外植体，进行其组培快繁研究。结果表明，与无芽 

短缩茎、嫩叶和花托相比，带芽短缩茎作外植体明显缩短了愈伤组织诱导期和芽苗的诱导分化期，是较理想的外植体；诱 

导愈伤组织及芽的增殖培养基均以MS+3．0 mg／L BA+0．1 mg／L NAA为佳；生根培养基以 I／2MS+0．2 mg／L 2,4一D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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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pid Propagation of F1 Hybrid New Cultivar of Petunia hybrida Using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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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ssue culture of Petunia hybrida was carried out to achieve rapid propagation using explants of abbreviate stem with bud， 

abbreviate stem without bud，leaf and receptacl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xplants of abbreviate stem with bud exhibited best 

propagation potential compared with abbreviate stem without bud，tender leaf and receptacle；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3．0 

mg‘L～BA and 0．1 mg·L一’NAA was most suitable for callus induction and shoot regeneration；half MS medium added with 0．2 mg· 

L～ 2,4一D induced most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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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牵牛(Petunia hybrida Vilm．)又名碧冬茄 、灵 

芝牡丹，为茄科多年生草本，原产南美，为 P vio— 

lacea与P axillaris的杂交种，通常作一年生栽培。 

矮牵牛花大，花色丰富，花期长，栽培管理省工， 

园林绿化上需求量大，由于重瓣或大花品种常不 

易结实或实生苗不易保存母本的优良性状，常采 

用扦插繁殖，但扦插繁殖速度太慢，满足不了生产 

发展的需要，而组织培养可在短时期内获得大量 

的优良种苗。因此，笔者对矮牵牛杂交一代新品种 

进行了组培快繁研究。 

1材料和方法 

1．1材 料 

试验所用材料为美国矮牵牛杂交一代新品种 

的种子离体萌发苗和盆花花托。 

1．2方 法 

1．2．1初代培养 从长势健壮的矮牵牛盆栽植株上 

剪取直径0．5～l cm的带蕾花托，花托朝下置于洗 

涤剂中浸泡 5 min，然后用流水冲洗 1 h剪掉花 

梗 ，去除花萼及舌状花瓣，在无菌条件下 ，用 75％ 

酒精浸泡30 S，再用 0．1％HgC12消毒 10 min后， 

用无菌水冲洗4～6次，每个消毒过的花托切成4 

块。在超净工作台上，将 F1种子培养的无菌苗 

(高 3～4 cm)的根系切除，再分切成 O．5 cm左右 

的带芽短缩茎 、无芽短缩茎和 4 mmx4 mm的叶 

块。接种到相应的培养基。培养4周后统计数据。 

1．2．2继代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初代培养中诱 

导 出的高 3～5 cm的芽苗分切成带芽短缩茎转到 

增殖培养基上，培养 25 d后，观察芽苗生长状况， 

统计增殖率。 

1．2．3生根和移栽 在无菌条件下。将 3～3．5 cm左 

右单株，分别转入生根培养基诱导生根，3周后统 

计生根率。待小苗长出4～5条根，根长约 1～2 cm 

时，打开瓶盖，置于散射光下炼苗 3～5 d后，取出 

瓶苗，洗去根部培养基，植于消毒的混合基质(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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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土：蛭石：泥炭土=1：1：1)上 ，浇足定根水 ，盖上塑 

料薄膜，保温保湿(RH 90％左右，温度20～30℃)， 

注意避免阳光直射。1周后揭去塑料膜 ，逐步加强 

日照，并视苗情喷施稀薄营养液 ，防治病虫害 ，30 

d后统计成活率。 

1．2．4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以 MS和 1／2 MS基本培 

养基附加不同配 比的 BA、NAA、KT(表 1～3)，30 

g／L蔗糖、7 g／L琼脂 ，pH5．8。培养室温度为 25_+2 

℃，光照强度 1 500～2 000 lx，光照时间 12 h／d。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和再分化能力的比较 

4种外植体接种培养后，均可见不同程度的 

切 口处膨大 、突起和愈伤组织的形成。发生的时间 

依次为带芽短缩茎最早，无芽短缩茎和叶片次之， 

花托最迟。前 3种外植体诱导的愈伤组织均可再 

分化新芽，分化时间和分化率以带芽短缩茎最优。 

因此 ，带芽短缩茎为最佳外植体。 

2．2不同激素配比对矮牵牛愈伤组织诱导和分化 

的影响 

如表 1所示，当 NAA为 0．1 mg／L时，随着 BA 

浓度的提高，成芽率逐渐提高。BA达到 3．0 mg／L 

时，成芽率最高，达 96．7％，且芽苗生长健壮。再提 

高BA浓度，其成芽率反而下降，芽苗生长势也变 

弱。低浓度的NAA有利于诱导矮牵牛茎段分化成 

芽，随着 NAA浓度的提高 ，表现为成芽率降低。附 

加 KT不但没有提高成芽率，而且出现抑制芽苗 

分化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 MS+3．0 mg／L BA+ 

0．1 mg／L NAA为诱导带芽短缩茎分化成芽 的较 

佳培养基。 

表 1 不同激 素配 比对矮 牵牛带 芽短缩 茎 

诱 导分 化成芽 的影 响 

编号 激素配l：~／(mg·L ) 成芽率，％ 芽苗生长状况 

2．3不同激素配比对矮牵牛芽苗增殖的影响 

将初代培养诱导出的高 3～5 cm的芽苗分切 

成带芽短缩茎，转接到6种不同的继代培养基上， 

结果显示 (表 2)，6种继代培养基均可使芽苗增 

殖，但增殖效果差异显著。在 BA和 NAA的激素 

组合中，BA浓度从 1．0 mg／L提高到 3．0 mg／L，伴 

随着 NAA从 0．1 mg／L提高到0．2 mg／L，增殖系数 

从 7．80上升到 11．07。但从生长情况看，矮牵牛芽 

苗对 NAA较为敏感 ，浓度稍高即表现出褪绿现 

象 ，且叶片细长、缺刻深。附加 KT后 ，芽苗增殖系 

数下降，表现出与初代培养类似的结果。因此， 

MS+3．0 mg／L BA+0．1 mg／L NAA是较适宜的增殖 

培养基。 

表 2 不 同激素 配比对 矮牵牛 芽苗增 殖的 影响 

2．4生根 培 养 

增殖培养 30 d后，将高为 3～3．5 cm左右的无 

根苗分离出来，转接于4种生根培养基上，1周左 

右均可陆续生根。从表 3可见 ，生根的基本培养基 

以 1／2 MS优于 MS。在 附加 0．2 mg／L 2,4一D或 

0．2 mg／L IBA培养基中的生根率均可达 100％，优 

于附加 0．2 mg／L NAA，诱导生根培养 3周后 ，幼 

苗叶片宽大，颜色浓绿 ，整株健壮 ，试管苗的质量 

最好。 

表 3 培 养基对 矮牵牛 生根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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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炼苗及移栽 

当小苗生根 4～5条、根长 1～2 cm时 ，将幼苗 

移出培养室，在自然光照下炼苗 3～5 d后 ，移栽至 

混合基质中，幼苗成活率可达 95％以上，且生长 

健壮。 

3讨 论 

试管萌发的 F1无菌苗植株小 ，叶片光滑无 

毛，形态分化程度低，再分化能力强。用于替代盆 

栽植株作为繁殖材料，取材不受栽培季节限制， 

无需表面灭菌，繁殖效率明显提高，既缩短了材 

料的培育期，加速了快繁进程，又有效地降低了 

生产成本。 

前人研究认为，花托 、茎尖、嫩叶和种子均可 

作为矮牵牛组织培养的外植体，尤其是花托培养， 

能很好地保持良种的种性。本研究对以上材料的 

比较表明，花托培养需经过愈伤组织再生，诱导分 

化时间长，加之花托表面消毒较难，污染率高，消 

耗试材量大，用幼叶培养耗时长且分化率低。带芽 

短缩茎作为外植体，具有诱导分化时间短，芽苗增 

殖率高，取材容易，消毒简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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