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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花 金 老 梅 组 培 快 繁 技 术 研 究  

李 晓玲 ，李 毅 丹2，于 晓 明2 

(1．长存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长春130012；2．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春 130024) 

摘 要：以红花金老梅幼嫩的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技术研究。经试验筛选出各培养阶段最适宜 

的培养基组分，培养后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可迭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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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梅(Potentilla frttIicosa)，又称金露梅或金腊梅，是蔷 

薇科萎陵莱属落叶灌木。红花金老梅(PotentiUa n 嘲 

“Red Robin”)是 由德国引进的园艺品种，高 1 m左右；多分 

枝，小枝幼时伏生丝状柔毛；奇数羽状复叶，小叶5枚长椭圆 

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0．6 cm～1．5 cm，全缘；伞房花序，花 

红色，花期 6～10月；耐寒(最低温度可达 一40℃)，耐旱。对 

土壤要求不严。其开花数量和树型等性状均优于中国东北地 

区原有金老梅(Potentillafruticosa)野生种，且比较耐修剪，适 

合作为绿篱、造型或地被植物栽种。是我国东北地区园林绿化 

理想的灌木品种。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地被植物的认识。金老梅的大量生产 

也得到了重视，人工打插及地膜覆盖足最常川的繁殖培育方 

法。但这些方法均受到良种基数的限制。繁殖速度较慢，难于 

批量化和工厂化生产。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组织堵养诱导侧 

芽再生的办法建立起红花金老梅组培快繁体系，为大量规模 

化工业生产优质种苗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取材及预处理 

4～6月问选取 红花金老梅 (Potentilla fnttic~a“Red 

Robin”)(由东北师范大学林木生物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由 

德国引进)幼嫩的茎段作为试验材料。将材料用浓洗洁精溶 

液振荡洗涤20 min。流水冲洗2 h～3 h。然后刚 70％酒精表 

面灭菌 60 s、0．1％HgCI．a溶液振荡浸泡 7 min～10 rain，无菌 

水冲洗 6—10次 ，备用。 

1．2 培养基筛选(如表 1) 

以上培养基均加入蔗糖3％，琼脂 0．48％，pH为 5 8。 

1．3 培养与观察 

以上植物材料接种后均在22℃～26℃、4 000 I-x、13 h 

光周期条件下培养。培养 25 d后，随机抽取 200株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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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培养结果。 

表l 待筛选培养基组分设计 

编号 基本培养纂 BA KT ZT 2．4一D NAA 

初代培养 AI MS 0．6 0 03 

A2 MS 0．5 0．3 

A3 MS 0．6 0．1 

Bl MS 0．5 

B2 MS l 

B3 MS L．5 

134 MS 2 

ci WPM[~】 1 

WPM 0 5 

C3 wPM I 

继代培养 DI MS l 

D2 MS l 

I)3 MS 0．75 

El MS 0．2 

E2 MS 0、5 

E3 MS 0．2 

E4 MS O．5 

Fl MS 0．5 

I MS l 

MS I．5 

GI MS 

G2 W PM 

生根培养 Hl 1／2WPM 

II2 I／2MS 

H3 l／2WPM 

n4 l／2WPM 

1-t5 1／2WPM 

GI MS 

0．05 

0．05 

0．05 

0．05 

0．75 

0．02 

0．08 

0．5 

0 25 

0．15 

O 2 

0．2 

0．5 0 2 

0 5 0．2 

0 5 

0 3 

0 l 

O O5 

O 1 

0．3 

1．4 移栽驯化 

组培茁生根后在温室中炼苗3 d～5 d(最后 1 d～2 d开 

瓶炼苗)后。移栽入珍珠岩：草炭土为 1：1的混合基质中。置于 

室温2O℃-26℃、湿度50％～70％条件下培养，30 d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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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菌外植体的选择 

抽样观察统计结果表明最理想的外植体采集部位为顶芽 

下5 cm一10 cm处的茎段。该处芽萌发率最高，一般在接种后 

1O d～14 d萌动。 

2．2 培养基的筛选 

2．2．1 初代培养基筛选 该金老梅品种在几种培养基中均 

可诱导腋芽发生。且在腋芽最初发生后的几天中叶腋处会产 

生大量不定芽。不定芽的诱导率与培养基中细胞分裂索的含 

量及作用效价正相关。当培养基中同时含有细胞分裂索与生 

长素时，生长索浓度对不定芽诱导率的影响不明显。由此可 

见，在韧代培养中诱导腋芽萌发及不定芽产生主要依赖于细 

胞分裂索。在细胞分裂素含量超过 0．5 mg／kg(ZT超过 0．1 

mg／kg)的培养基中即可实现不定芽的诱导。综合各方面因 

素，选用 B4／C3作为初代培养基，效果比较理想。 

表2 不同继代培养基中金老梅的生长状态 

2．2．2 继代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经过诱导后产生的瓶苗密 

生成丛，将其分成单株继代。在几种培养基中经一个继代周 

期的培养，生长状态各不相同(见表2)。在细胞分裂素含量 

大于生长素的D、F两个系列培养基中，在细胞分裂素的作用 

下组培苗会产生大量不定芽；面在含活性碳且生长索含量较 

高的ls系列与不含任何激紊的G1、G2培养基中，主要以壮苗 

生长为主。以上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索可以诱导大量的不定芽 

产生，而在无激素或者细胞分裂素含量低(小于0．1 mg／kg) 

条件下，组培苗主要以自身的营养生长为主。另外，在细胞分 

裂素含量较高的培养基中，出现了少量的玻璃化苗。玻璃化 

将是生产中进一步继代增殖的主要限制因子，因此对于出现 

玻璃化现象的培养基应放弃使用。经过几次重复试验，最终 

菜汁制农药杀虫效果好 

利用某些菜汁作农药杀虫．成本低．又安全，效果好。 

用黄瓜藤 1．25 kg加水0．5 kg捣烂，去渣取原液。每 

千克原液加水 5 kg稀释，防治莱青虫、菜螟等，效果可达 

90％以上。 

用西红柿叶加 少量水捣烂。去渣取原液．3份原液加 2 

份水搅匀，再加少量肥皂液喷洒。防治柑桔红蜘蛛，效果可 

达95％以上。 

选择 G1、G2作为继代培养基。 

表3 金老梅生根率及生根状态 

表中各值源于l 000株瓶苗平均值并±标准差。每一值后标有 

同一字母代表彼此无显著差异(P<0．01) 

2．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基于G1、G2中组培苗出现大量 

生根现象，我们选择了H1～H5与 G1、G2几种培养基进行生 

根比较实验。结果见表 3。可以看出，在培养基中不古生长素 

条件下，组培苗的生根率极高。加入生长紊NAA后，随其浓 

度的升高愈伤组织增长而生根率下降。说明生长索(NAA) 

的存在，反而抑制生根诱导。因此 G1、G2也可做为理想的生 

根培养基。 

2．2．4 组培苗移栽 红花金老梅组培苗在珍珠岩：草炭土 

(1：1)混合基质中移栽效果比较好。成活率可达90％以上，完 

全符合工厂化生产的要求。在温室中过渡培养 2个月后可移 

人大地，当年花期即可开花。 

金老梅绿化效果特别好。是花篱、庭院绿化、花坛、盆栽的 

好材料。其叶、花、全株及根均可入 引，也是养殖骆驼、牛、 

羊的好饲料。红花金老梅(Potentilla fruticosa“Red Robin”)足 

由德国引进的园艺品种，数置有限，利用组培方法进行快速繁 

殖，增加繁殖系数。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该项技术至今尚未 

见报道，本研究结果对短期内扩大种源、推广和开发应用这～ 

优良的引进树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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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丝瓜加少量水捣烂，去渣取原液，7份原液加 l3份 

水，再加少量肥皂液混 匀后喷施，防治菜青 虫、红蜘蛛、麦 

蚜、幕螟等，效果在88％以上。 

用南瓜叶加少量水捣烂取原液，2份原液加 3份水．再 

加少量肥皂液摇匀后喷洒，防治蚜虫效果迭90％以上 

韭菜 1 kg加水0．1 kg捣烂取原液，每千克原液加水 8 

kg喷雾，防治红蜘蛛、棉蚜效果9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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