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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纹草的组培快繁研究 

徐洁兰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o4o5) 

摘要 以红网纹草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技术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带芽茎段，0．05％升汞处理 8 rain，消毒效果最 
理想；Ms+2．0 mg／L6-BA+O．2 mg／L NAA是茎段诱导最为合适的培养基；Ms+O．5mg／L6-BA+O．05 mg／L NAA是理想的丛芽增殖培养 
．,~；1／2MS+1．0 mg／L NAA是丛芽生根的理想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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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纹草(Fitmrda verschaffeltii‘Pearcei’)又称费丽草，为 

爵床科网纹草属多年生草本观叶植物，原产于南美洲秘鲁。 

红网纹草植株低矮，呈匍匐状蔓生，叶十字对生，茎枝、叶柄、 

花梗均密披茸毛，叶面密布红色网脉，十分清晰、美丽、别致， 

将其置于茶几、案头，颇为赏心悦目，为室内小型观叶珍品。 

同时由于它具有耐荫湿、喜温暖和易栽培管理等优点，深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传统的网纹草繁殖方法为扦插或分株 

繁殖，但传统方法繁殖速度较慢，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且直接 

影响母体植株的观赏性。采用组织培养的方法，可在短期内 

获得大量整齐一致植株，并可保持母体优良的品质，用以满 

足商品化生产，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笔者以红网纹草 

的嫩茎切段为外植体进行试验，试图为红网纹草的快速繁殖 

和大规模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生长健壮的红网纹草幼嫩茎段为外植体。 

1．2 方法 将红网纹草的叶片剪去，并将枝条切成长度适 

宜的带芽茎段，用肥皂水和软毛刷将茎段表面清洗干净，然 

后用自来水反复冲洗 10 min，并用浓度75％的乙醇消毒 10 S， 

无菌水冲洗 3次，再用0．05％升汞溶液+适量吐温．80消毒8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8次。将消毒后的茎段再剪切成 0．5 

～ 1 cm的茎段，接种于添加不同种类和浓度激素的MS培养 

基中进行培养，并加以比较。 

1．3 培养条件 以 MS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培养条件为 

蔗糖3％，卡拉胶 6％，pH值5．8，光照强度 1 500～2 000lx，光 

照时间10～12 h／d，培养温度(25±2)qC。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方法的消毒效果 试验除采用上述消毒方法 

外，还选择了其他的消毒方法作比较，结果见表 1。表 1表 

明，采用 2％次氯酸钠溶液进行同等时间的消毒，虽然对材料 

基本无伤害，但材料的污染率很高。使用0．05％升汞溶液消 

毒，所需时间短，材料的成活率较高，但发生了一定的污染； 

处理时间长，不发生污染，但对材料的伤害明显。试验表明， 

红网纹草的消毒以0．05％升汞溶液 +适量吐温．80消毒 8 

min，再用无菌水彻底冲洗 8次的效果最好，这时材料没有发 

生污染，而且成活率相当高，达到了91．8％。 

2．2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诱导芽萌动的影响 为了比较 

不同激素对红网纹草芽萌发的刺激效果，试验设 2．0、3．0、 

5．0 mg／L 3种 6-BA浓度和0．05、0．1、0．2 mg／L 3种 NAA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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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共组合成5种不同的培养基，消毒后的网纹草茎段接种 

在上面，进行追踪观察，试验结果见表2。 

表1 不同消毒方法的消毒效果 

表2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诱导芽萌动的影响 

编号 激素种类及配比 生长状况 

l 2．0mg／L6-BA+O．05 mg／L NAA外植体膨大 ，芽不长高 

2 2．0mg／L6-BA+0．1 mg／L NAA外植体膨大，芽长高不明显 

3 2．0mg／L6-BA+O．2mg／LNAA外植体膨大，芽明显长高 

4 3．0mg／L6-BA+O．2mg／LNAA 芽长高但同时出现水渍状愈伤组织 

：Q 垒坠!Q： 丛 苤 亘堡回堕些墨 量 亟 鱼丛鱼 

注：以带芽茎段为观察对象，接种2o d，记录其生长状况。 

表2表明，在供试 5种培养基中，外植体均发生膨大。 

其中4、5号培养基中的外植体还出现水渍状的愈伤组织，进 
一 步观察发现，4、5号培养基上芽的生长逐渐停顿而愈伤组 

织也逐渐变褐色，失去活力；1、2号培养基中外植体的生长 

情况与4、5号培养基基本相同，但芽的生长不明显；3号培养 

基中的外植体，芽的萌发明显。由此可见，采用 3号培养基 

作为红网纹草的诱导培养基最合适，其芽饱满，长势好，为后 

续的快速繁殖奠定基础。 

2．3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 将诱导阶段中 

得到的芽体转接到分化增殖培养基中，同样也将 6-BA设为 

0．5、1．0、2．0mg／L 3个浓度，将 NAA设为0．05、0．1、0．2mg／L 

3个浓度，共组合成 5种不同的培养基，2次重复，记录其生 

长情况，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 

注：转瓶 2次后记录生长情况；以芽团统计增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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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不同剂量、不同施药时间之间的防效均在O．O1水平显 

著差异，其 中40％乐果 28 rr·L／株防效最好，平均防效达 

67．17％。美国曾以机油乳剂、DDT、对硫磷、马拉硫磷等防治 

菠萝粉蚧( 啪 6r咖 )，现通过七氯、氯丹、林丹等控 

制蚂蚁来防治菠萝粉蚧。目前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的使用 

受到限制，人们开始采取蒽油(或汽油)隔离及灭蚁灵毒饵诱 

杀等措施控制蚂蚁以防治菠萝粉蚧和菠萝凋萎病。 

3 结语 

蚧虫依附于植物生活，而且与后者协同进化的关系甚为 

密切。近年来，发现同种蚧虫因寄生于不同地域或植物以及 

同一地域不同海拔、同一植物不同部位而产生多型或双型现 

象。同时，不同种蚧虫也有隐形性(Cryptica1)和孪生型( b． 

1ing)的现象，再加上杂交和亚种变种的存在，使得种的定义 

不是很明确，分类变得比较困难。然而，自然界天敌和蚧虫 

体内共生体(Endosymbiont)却能正确鉴别种和种下甚至种上 

的高级阶元(Taxa)。为了更好地控制蚧虫，我国在蚧虫分类 

研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重要蚧虫生物学、生态学方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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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表明，当NAA浓度为 0．2mg／L，逐渐调节 6-BA浓 

度时发现，材料萌生出的芽有一定的生长变化，并且随时间 

的延长，也会长出少量的丛芽，但增殖系数不高，为 1～1．3； 

当6-BA浓度为0．5~e,／L，逐渐调节 NAA的浓度时发现，芽 

体的不定芽分化都较明显，并在 NAA浓度为0．05 L时， 

效果最好，繁殖系数达到 6．8。由此可见，红网纹草芽的分 

化及增殖培养中加入少量的 NAA，有促进的作用，但 NAA 

用量过高则抑制其增殖。试验表明，5号培养基是较理想的 

丛芽增殖培养基。 

2．4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丛生根率的影响 将长至3 

～ 4 cm高的丛芽分离成单芽后转入表4所列的培养基中， 

20 d后观察小芽的生根情况，30 d后统计长根数(表4)。 

表4表明，1—3号培养基对芽丛生根均有较好的促进 

作用，生根率为 100％。其中，2、3号培养基的培养效果理 

想，平均生根数达到 10条左右；尤其是 3号培养基，所产生 

的根不仅数量多，而且健壮，非常利于随后的试管苗出瓶移 

栽管理。 

表4 不同激素种类及配比对芽丛生根率的影响 

⋯ 况 编号 及配比 率∥
％ 根数 ⋯ ⋯ 。 

注：表中的基本培养基为 1／2 MS(大量元素减半)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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