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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红叶椿幼嫩茎尖和 茎段作为外植体材料，筛选各个阶段的 培养基配方，研究 红叶椿的快 速繁殖技 术。结果

表明：-. /& # 01%2 , / 311!2 !, 对茎尖和茎段的诱导 效果最 好；-. / & # 01%2 ! 为 继代培 养基的 适宜配方；% 4 $-.

/ 501%2 ! 生根 效果良好。

关键词：红叶椿；组培

中图分类号( 6’",2 ,%( ( ( 文献标识码( 1( ( ( 文章编号( %!!) # ))*%（$!!)）!, #*, # !%

!"##$% &$’($)% *+ ,%- .%/+ !"#$%&’() $#&"))"*$

0/123" 4$ 5"/126%" 78/12 #8*$9" 78/12 :8";*12( （789:;<= ><?@AB?C A@@D E?@@DF9G H@9B@?，789:;<= )*!!+,）

<=#()/>(：I;@ J@?FAB@J # BFKA 89D L8B@?8L E=DA H=LB=?@ <> M@D 7@8> !"#$%&’() $#&"))"*$ N@?@ H8??F@D <=B 89D J@DF8 ><? O8?F<=A

H=LB=?@ AB8G@A N@?@ A@L@HB@DP M@A=LBA A;<N@D B;8B B;@ <KBFJ8L J@DF8 N@?@ -. /& # 01%2 , / 311!2 !, ><? F9D=HF9G E=D；-.

/& # 01%2 ! ><? K?<K8G8BF<9 89D % 4 $-. / 501%2 ! ><? F9D=HF9G ?<<BA ><?J8BF<9 ?@AK@HBFO@LCP

?%; 6*)-#：M@D 7@8> !"#$%&’() $#&"))"*$；IFAA=@ H=LB=?@

( ( 红叶椿是臭椿（!"#$%&’() $#&"))"*$）的芽变品种［%］，其

叶色紫红，观赏性 强，能忍受 冬季 # %,Q 的低温和 夏季

*’Q的高温，在降雨量 *,!JJ 的地区能够正常生长，生物

量大，是城乡绿化值得推广的树种之一，但红叶椿扦插繁

殖困难，用根蘖繁殖，繁殖系数较低，使这一优良品种的推

广受到制约。本研究探索用组培手段解决红叶椿苗木繁

殖困难的问题，提供一条红叶椿苗木快繁的技术途径，这

对推广红叶椿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 材料与方法

@B @A 材料 ( 材料选用从北方基地引进的纯正品种健壮植

株，以春季新发的幼嫩枝条为试材。

@B CA 方法

@B CB @A 材料灭菌处理 A 将幼嫩枝条用加有适量洗洁精的

水浸泡 %!JF9，自来水冲洗*! JF9，将冲洗干净的幼嫩枝条

剪成带单芽茎段和茎尖，自来水冲洗后，在洁净工作台上

进行处理，先用 ), R 的酒精处理 %!A，无菌水冲洗 % 次；再

放入饱和漂白粉水中浸 %, JF9，无菌水冲洗 % 次；最后在

%R 升汞溶液中浸 + JF9，用无菌水冲洗 , # + 次。用无菌

滤纸吸干水分后，接种在初代培养基上。

@B CB CA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A 初代培养基和继代培养基均

以 -. 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及配比的 01 和 311

（ 浓度单位为 JG 4 7），生根培养基为 % 4 $ -. 附加不同浓度

的 511、501、311。其中白糖用量为 *!G 4 7，生根培养基减

半，琼脂 , G 4 7，KS ,2 +，培 养温度 $! # $,Q，每天 光照

%$;，光强 %,!! # *!!! 7T，光周期 %! #%$; 4 D。

CA 结果与分析

CB @A 初代培养 ( 外植体接种 %!D 后，茎尖和腋芽开始萌

动，初代培养 *!D 的结果见表 %。当 311 量一定时，随着

& # 01 浓度的增加，芽萌发率升高，& # 01 不变时，随着

311 浓度的增加，芽萌发率降低。其中在 -. / & # 01%2 ,

/ 311!2 !, 培养基上芽萌发率最高。

表 % ( 红叶椿初代培养

培养基
茎尖茎段数

（ 个）

萌发芽数

（个）

萌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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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CA 继代培养( 将生长一致的初代无菌材料转入继代培

养基上，分化结果如表 $。可以看出，在只附加有 & # 01

的培养基 上继代繁 殖倍数 比较高，增 殖倍 数达 *2 +* #

"2 +! 。在有 & # 01 存在时，再加入 311，增殖倍数有所降

低［ *］。其中 增 殖倍 数 最高 的 继代 培 养基 为 -. / & #

01%2 !。

表 $( 不同培养基对试管苗分化的影响

培养基
接种芽数

（ 个）

分化芽数

（个）

分化倍数

（ 倍）

-. / & # 01!2 ,

-. / & # 01%2 !

-. / & # 01%2 ,

-. /& # 01!2 , / 311!2 !,

-. /& # 01%2 ! / 311!2 !,

-. /& # 01%2 ! / 3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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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DA 生根培养( 剪取继代培养约 $HJ 的茎段，接种在不

同的生根培养基上。结果见表 *。 （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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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守牧滁阳期间，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他命其幕

客“杂植花卉其间”，使园能够“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

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开花！”诗中明确

提出了不管栽种何种花木，一定要实现“四时携酒”皆能

赏花的目标，也就是花木配植的季相原则。扬州个园为烘

托四季假山，春景配竹子、迎春、芍药、海棠；夏山有蟠根垂

蔓，池内睡莲点点；山顶种植广玉兰、紫薇等高大乔木，营

造浓荫覆盖之夏景；秋景以红枫、四季竹为主；冬山则配植

斑竹和梅。

!" #$ 花境 ! 花境是借鉴自然风景中林缘野生花卉自然

散布生长的景观，并加以艺术提炼而应用于园林景观布

置的一种形式。即以树丛、树群、绿篱、矮墙或 建筑物为

背景的带状自然式花卉布置，不同种类的花卉以自然斑

块状混交栽植，其边缘可以是自然流畅的曲线，也可以是

直线，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异。布置花境应突出其自然

和耐粗放管理的特性。因此最好的花材应是宿根和球根

花卉。

!" !$ 花丛及花群! 花丛及花群是将自然风景中野生花卉

散生于草坪山坡的景观借用于园林造景之中，通常布置于

开阔的草坪周围，使林缘、树丛、树群与草坪之间起联系和

过渡作用；也可用于布置自然曲线型道路的转折点，使人

产生步移景换的感觉；也可点缀于小型院落及铺装场地

（包括小园路、台阶等）之中。在景观配置中，对于篱垣、门

楣、窗格、栏杆以小型棚架等也常用花卉材料加以点缀和

掩蔽。

%$ 其他

%" &$ 在园林景观中，利用水生植物来造景也是很重要的

一部分 ! 水体景观在园林中，除了水池、湖面等需要布景

点缀外，还常专设一区，创造涧、喷泉、跌水、瀑布等水景，

汇于池沼湖泊，栽种多样水生花卉，布置成水景园或沼泽

园。常用布景的水生花卉（包括水生植物）有荷花、睡莲、

浮萍、芦苇、千屈菜等。

%" #$ 创造园林意境 ! 中国园林中，水景常构成一种独特

的、耐人寻味的意境。“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月明浑

似雪，无处认渔家”。诗中茫茫芦花，阵阵涟漪，浑似白雪，

水天一色，秋色美景，意境深邃。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曲

院风荷”就是立意成功的范例，它占地 "#$ %&’
"，是以夏季

景观而著称的专类园。从全园的布局上突出了“ 碧、红、

香、凉”的意境美，即荷叶的碧，荷花的红，熏风的香，环境

的凉。植物材料的选择上，又与西湖景区的自然特点和历

史古迹紧密结合，大面积栽种西湖红莲和各色芙蓉，使夏

口呈现出“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的景 观。

从欣赏植物景观形态美到意境美是欣赏水平的升华，不但

含意深遂，而且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总之，花卉作为城市园林造景的主体，除用于露地景

观布置外，还常用于美化室内及建筑近旁，创造优美舒适

的劳动、生活、休息环境；或应用花卉专为各种集会、展览

场所等进行美化布置，以突出主题，烘托或调和气氛。公

共场所的花卉装饰。在具体的园林造景布局中，应充分结

合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文化等，突出地方特

色，营造出和谐自然、生态文明的城市园林景观。

（ 责编：魏凤）

（上接 ()页）! 表 ( !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培养基
接种芽

数（个）

生根芽

数（个）

生根率

（*）
根情况

+ , "-. / 0112$ )

+ , "-. / 011+$ 2

+ ,"-. / 3412$ )

+ ,"-. / 341+$ 2

+ , "-. / 3112$ )

+ , "-. / 311+$ 2

"#

"#

"%

"#

"#

"%

#

+(

+%

")

5

+"

"#$ 5

%5$ %

)#$ (

#6$ (

"+$ %

)2$ 2

有少量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块较大，根短

基部有愈伤组织

有少量愈伤组织，根良好

无愈伤组织，根细

无愈伤组织，根细长

! ! 从表 ( 中看出，附加 011 容易产生愈伤组织，但 生

根率低，使用 341，生根率高，根再生良好，尤其是在 + ,

"-. / 341+$ 2的 生根培 养基上 表现 较好；附加 311 不

容易引起愈伤组织的产生，生根率也不高，可能是本 试

验所用浓度较低，如果增加 311 浓度，生 根率有可能 提

高［ % 7 ) ］。

#" %$ 炼苗移栽 $ 将生根试管苗进行闭瓶炼苗两周，从光

照 "222 7 (22289逐步过渡到自然光下，以提高试管苗的

光合作用能力，然后开瓶 +:，降低湿度。将试管苗从瓶中

取出，洗去培养基，用 2$ +*的甲托浸泡 +2’;<，在阴凉处

晾干后移入 52 的穴盘中，基质用德国 +%) 效果好。将移

栽好的穴盘苗用 +2 倍的 -.大量元素浇透后移入湿度控

制在 =2* 7 #2*，温度控制在 ")> 的温室中进行培养。

每周喷一次 2$ +*的甲托和 + , +2-.大量元素，每 (:喷 +

次水，一个月后统计成活率，其成活率可达 6)$ "*，炼苗

效果良好［5］。

!$ 小结

以红叶椿幼嫩的茎尖和茎段为外植体，对初代培养、

继代培养和生根培养阶段的培养基进行筛选，结果是适合

红叶椿的初代培养基配方为 -. / 5 7 41+$ ) / 0112$ 2)，

继代培养基为 -. / 5 7 41+$ 2，生根培 养基为 + , "-. /

3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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