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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莲组培快繁技术初探 

孔德政 。，毛瑞丽 。，孔德平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郑州 450002；z河南省郑州市第三苗圃，河南郑州 450043) 

摘 要：以碗莲‘案头春’茎尖为实验材料，对诱导培养基成份、培养基状态、最佳取材时期以及增殖培养 

基筛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最佳取材季节为 1o~12月份；碗莲茎尖分化最适宜培养基为MS 

+1．0 mg／L 6-BA+0．25 mg／L NAA+1．0 mg／LGA3；适宜的增殖培养基为MS+2．0 msm 6-BA+0、25 mg／L 

NAA；固液培养状态：上层为5mm厚的MS+I．0 mg／L 6-BA+0．25 mg／L NAA+I．0 mg／L GA3液态培养基， 

下层为lcm厚的MS+I．0 mg／L 6-BA+0．25 mg／LNAA+1．0 mg／L GA3固态培养基，更有利于芽诱导；培养 

过程 中污染的芽苗用75％酒精 lmin、0．1％HgC1210min灭菌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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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Shoot Tip in vitro Propagation of Bowl Louts Cultivar 

Kong Dezheng。，Mao Ruili。，Kong Deping~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 Henan The third Nemu~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43) 

Abstract：the shoot tips of bowl lotus were used as explants for in vitro propagation．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ucibe culture and proliferate mediums and the methods of controlling contamination in culture were 

studied．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suitable timing of taking shoot tips for culture were October to December,the 

most suitable inducibe medium was 1．0 mg／L 6-BA+0．25 ms／L NAA+1．0 mg，L GA3，the best proliferate 

medium was MS+4．0 ms／L 6-BA+0．25 metE NAA．the best medium state is liquid-solid state，that is the 

uper layer’S component is MS+I．0 ms／L 6-BA+0．25 mdL NAA+1．0 mg，L GAswith 5 mm thickness and the 

under layer’S component is MS+I．0 ms／L 6-BA+0．25 mdL NAA+1．0 mg，L GA3with lcm thickness．the 

method of controlling contamination in culture was 75％ alcohol 1 min and 0．1％ HgCl2 1 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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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lumbo nt1．~ifeTa Gaertn)属睡莲科莲属植 

物，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是重要的水生花卉。碗 

莲，是荷花大家庭中的一类微型品 1。因其植株矮小， 

花小叶小，可植于花盆或碗中观赏而得名翻，碗莲由大型 

荷花演变而来，在中国已有很长的栽培历史，其繁殖方 

法一般以播种繁殖和分藕繁殖为主，偶尔也有用地下茎 

分生繁殖。但其繁殖系数较低，速度慢。尤其对于一些珍 

贵品种及特色品种来说，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利用组 

织培养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其繁殖系数，加快新品 

种的推广，同时可为一些珍贵品种的保存开辟一条新途 

径。据报道，国内外已有何子灿网、李良俊问、彭静 吸 日本 

的山本雌雄M等进行了莲藕的组织培养研究，但有关碗 

莲组织培养研究较少，笔者对碗莲‘案头春’地下茎茎尖 

进行了离体培养，为碗莲的快繁提供一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于2007年 3月 o08年 1月年在河南农业 

大学进行，供试材料碗莲 ‘案头春’的地下茎茎尖，由 

河南省郑州市花卉市场碗莲基地提供。 

1．2 试验 方 法 

1．2．1外植体灭菌 切取健壮碗莲地下茎茎段，用水冲 

去污泥，将顶芽切下，用 2％洗衣粉溶液浸泡 30min，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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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自来水冲洗 30min，再用纱布吸干，放置于超净工 

作 台上。用 75％酒精浸泡 lmin，0．1％HgC1 灭菌 

10rain，无菌水冲洗 5-6遍后，用解剖刀剥去包裹顶芽 

最外层芽鞘和内层叶鞘至茎尖部分 (约 0．5era)，切除 

与灭菌剂接触部分，接种于培养基中。 

1．2．2培养条件 光照强度 20001x，光照时间为 12tgd， 

培养温度为(25±2)℃。 

1．2_3诱导培养基筛选 

(1)组成成份筛选。培养基以MS为基本培养基， 

附加蔗糖30 g门L，琼脂 7．0 g门L及不同浓度配比的激 

素，激素的浓度范围分别是：6-BA 0-2．0 mg／L，NAA 

0-4)．5 mg／L，GA3 0～1．0 mg／L，培养基 pH值为 5．8。共 

四个处理，每处理 10瓶，每瓶接种 1个茎尖，重复3 

次。30d后观察、统计芽分化情况。 

(2)培养基的状态 。培养基分两种：I固态：MS 

+1．Omga_~6-BA+o．25mg／L N 1．0mg／L GA3。II固液 

结合：上层为5ml厚的MS+1．0 mg／L 6．B ．25 mg／L 

NAA+1．0 mg／L GA3液态培养基 ，下层为 1cm厚 的 

MS+I．0mg／L 6-BA+0．25mg／L NAA+1．0mg／L GA3固态 

培养基。共2个处理，每处理 10瓶，每瓶接种 1个茎 

尖，重复3次。30d后观察芽分化情况。 

1．2．4取材季节对诱导影响 分别在萌芽期 (2007年3 

月_4月)、生长期 (2007年5月一9月)、休眠前期 

(2007年 10月一12月)进行取材。每处理 10瓶，每瓶 

接种 1个茎尖，重复3次。30d后观察芽分化情况。 

1．2．5增殖培养基筛选 将已分化的丛生芽切成单芽后 

接种在 NAA为 0．25 mg／L，6-BA分别为 1 mg／L、2 

mg／L、3 mg／L、4 mg／L固液培养基上。共 4个处理，每 

处理 10瓶，每瓶接种一个单芽，重复3次。30d后观察 

芽增殖情况。 

1．2．6防治芽苗污染的方法 I将已污染的单芽用 75％ 

酒精灭菌 lmin，0．I％HgC12灭菌 10min，然后无菌水冲 

洗5-6遍，接种于培养基上；II已污染的单芽无菌水冲 

洗5-6遍，然后接种在上层分别添加硫酸庆大霉素 

800mg／L和 400mg／L培养基上，Ⅲ空白处理。共4个 

处理，每处理 10瓶，每瓶接种 1个芽苗，重复3次。30d 

后观察芽苗污染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外源激素对碗莲茎尖诱导的影响 

碗莲茎尖的分化率因外源激素浓度配比的不同而 

有所差别。由表 1可知，将碗莲的茎尖接种在MS+I．0 

mga_~6-BA+0．25 mga_~NAA+1．0 mga_~GA3培养基上 

启动率和分化率最高，分别为87．5％和 87．5％，平均芽 

长为 1．0em，长势健壮；MS+0．5 mga_~6-B ．25 mga_~ 

NAA+0．5 mga_~GA3培养基 的启动率和分化率最低， 

分别为37．5％和25．0％，平均芽长为 1．6em，长势细弱： 

而 MS+2．0 mg／L 6．BA+o．5 mg／L NAA+0．5 mg／L GA3 

培养基的分化率虽然高达 100％，但其启动率较低为 

40％，鉴于以上分析，碗莲茎尖分化最适宜培养基为 

MS+I．0 mga_~6-BA4-0．25 mga_~NAA+1．0 mga_~GA3。 

表 1不同外源激素配比对‘案头春’地下茎茎尖分化的影响 

2．2培养基状态对碗莲茎尖诱导的影响 

将碗莲茎尖分别接种在固态培养基和固液结合培 

养基上，培养 1个月后，见表 2，接种于固液结合培养 

基上的芽分化率为 86．6％明显高于固态培养基上芽分 

化率70．0％，从启动时间来看，在固液培养基上芽的启 

动时间比固态培养基上快3d。且固液培养基上茎尖的 

生长明显好于固态培养，可能是固液培养模拟了碗莲 

的自然生境【8】，更符合碗莲生长的自然条件。因此，固 

液培养基更有利于碗莲茎尖的诱导。 

2．3取材季节对碗莲茎尖诱导的影响 

将不同时期的碗莲茎尖接种在 MS+I．0 mga_~ 

6-BA+0．25 mga_~N 1．0 mga_~GA3的固液培养基 

上，从表 3可以看出，萌芽期分化率最高为87．5％，而 

生长期的分化率最低为 65．5％，原因可能是萌芽期，由 

于自身积累的养分较多，所以易于萌发和诱导，而在生 

长期，开花、结籽消耗养分较多[81，所以诱导率较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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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虽然萌芽期的分化率为 87．5％略高于休眠前期 

82．6％，但其污染率也明显高于休眠前期。原因可能是 

休眠前期，组织较为新鲜，内生菌含量少[91：而萌芽期， 

新芽微微长出，材料上仍会带有一部分老组织，而老组 

织带有内生菌较多，固萌芽期内生菌也较多。因此休眠 

前期进行碗莲茎尖诱导更适宜。另从3个时期启动时 

间来看差异并不明显。 

2．4 6-BA对碗莲增殖的影响 

将已分化的丛生芽切成单芽后接种于增殖培养基 

上，培养 1个月后，由表4可以看出，4种培养基上生 

长的单芽均可增殖。10d后，6-BA浓度为 3．0 mg／L和 

4．0 mg／L的两处理开始先有新芽 出现 ，1个 月后， 

MS+2．0 mg／L 6-BA+0．25 mg／L培养基上长出的单芽， 

增殖系数最高为3．3，且芽苗叶柄较长，叶色浓绿，叶片 

伸展较多。 

2．5不同处理方法对芽苗污染的防治 

将污染的芽苗分别接种在 3种不同处理方法的 

MS+I．0 mg／L 6一BA+0．25 mg／LNAA+1．0 mg／L GA3固 

液结合培养基上，培养45d后，从表5可看出：经75％酒 

精和0．1％HgCl2灭菌过的芽苗不再有污染现象出现 。而 

在分别添加硫酸庆大霉素 800 mg／L和 400 mg／L的培 

养基中生长的芽苗则仍然有污染出现。原因可能是培养 

过程中出现的污染大部分是真菌引起的，而硫酸庆大霉 

素主要是对细菌起作用，而对真菌却不起作用的缘故。 

表 5不同处理方法对‘案头春’芽苗污染的防治 

注。+培养基上层下层均无污染情况：++培养基上层出现少量白色絮状分散细菌下层茎尖基部出现少量白色放射状菌丝；+++培养基上层出现大量白 

色絮状分散细菌下层茎尖基部出现少量白色放射状菌丝。++++培养基上层出现大量白色絮状分散细菌下层茎尖基部出现大量白色放射状菌丝。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 明 MS+I．0 mg／L 6-BA+0．25 mg／L 

NA A+1．0 mg／L GA3最适合芽诱导。培养基中加入GA3 

有利于碗莲茎尖的诱导，其浓度大小对茎尖的启动率 

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随着GA3的浓度的提高启动率也 

逐渐提高；但由实验可知，启动率的提高不等于分化率 

的提高，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外植体的 

质量、生长状态等因素也会影响分化率，与柯卫东等【 01 

实验结果一致。 

固液培养更有利于碗莲茎尖诱导。试验中发现固 

液培养基中茎尖切口处分泌的一些褐化类物质，能及 

时分散的漂浮在上层液体的表面上，因此对外植体进 

一 步吸收养分影响不大。而固态培养过程中切口处出 

现的褐化类物质，却很容易积累在茎尖的切口处，从而 

影响茎尖对养分的吸收，进一步影响茎尖的生长。 

取材时期对茎尖的诱导培养影响很大，研究表明 

萌芽期诱导率很高，但这一时期污染率也较高，相比较 

而言，休眠前期取材更好。 

增殖过程中，适量的6-BA对增殖有促进作用，但 

浓度过高将影响芽苗的生长。试验中当6-BA为2．0 

mg／L时，芽苗叶柄较长，长势较好。但6-BA达到3．0 

mg／L时叶柄明显变短，芽苗变矮，长势缓慢。尤其当 

6-BA达到4．0 mg／L时叶柄变得又粗又短，芽苗几乎 

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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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污染，用已污染的丛生苗 

做实验，将不同浓度的硫酸庆大霉素注入到培养基上 

层，结果污染仍然继续出现，而用酒精和 HgCI2进行灭 

菌，则效果很明显，60d后污染不再出现，并且培养苗 

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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