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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红龙草(Altemantheraficiode CV．‘Ruliginosa’)未木质化茎段为外植体建立无菌体系，并对其丛芽增殖 

及生根诱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红龙草未木质化茎段较好的灭菌方法为： =75％ 酒精 3O s+1 g／L升汞 

5．5 min；较好的诱导丛芽增殖的培养基为：MS+KT 1．5 mg／L+NAA0．O1 mg／L+蔗糖 20 g／L；较好的诱导生 

根培养基为：1／2MS+NA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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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nual unlignified tender stems of Altemanthera ficiode ev．‘Ruliginosa’were used as 

explants and inoculated into the primary culture medium，which obtained its aseptic plantlets in vitro． 

Furthermore，its proliferation and rooting culture were studied further．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al sterilization method for unlignified tender stems of Altemanthera ficiode ev．‘Ruliginosa’was 

75％ethanol 30 S+l g／L HgC1 5．5 min among all tested ones；that its optimal proliferation culture 

medium among all tested culture media was MS+KT 1．5 nqlg／L+NAA 0．O1 mg／L+sucrose 20 g／L；that 

its best rooting culture medium among all tested ones was 1／2MS+ NAA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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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龙草(Altemantheraficoidea ev．‘Ruliginosa’)属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草本观赏植物，茎、叶致密， 

铜红色，冬季开花，花乳白色，小球形，似天然干燥花，酷似千13红；其生性强健，适应性强。目前 ，由于红 

龙草生长速度较快，色彩浑红美观，是我国南方广泛栽培的草本花卉植物，在我国各地被用作广场、花台 

绿化、庭园丛植、列植以及在高楼大厦中美化以强调色彩效果  ̈】。现红龙草综合加工利用潜力大 】， 

目前红龙草在市场上种苗需求量大，但在目前园艺生产中仍主要采用扦插方式繁殖种苗 ．6J，已无法满 

足El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可望在短期内为园林绿化提供大量种苗，以有效满足市 

场的需求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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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秋季采摘的红龙草嫩稍为外植体。 

1．2 操作过程及方法 

剪取长约2 cm的嫩稍，除去多余的叶片，然后放于 5O g／L洗涤剂中浸泡 10 min，用脱脂棉擦洗干 

净，再用清水冲洗30 min备用。在超净台上先用 =75％酒精处理 30 s，再用 1 g／L升汞分别处理2— 

7 min(表1)，再用无菌水冲洗4—5次，并剪除部分上、下茎端，接种于培养基 MS+6一BA 1．0 mg／L+ 

IBA 0．1mg／L中，每瓶2苗。增殖培养：以MS为基本培养基，研究生长调节剂种类、质量浓度、糖浓度及 

其组合对红龙草增殖的影响，培养基详见表 2—4。生根培养：将增殖培养中生长基本一致的、健壮的长 

约3 cm的带顶芽茎段接人生根培养基(表 5)中。培养基均用琼脂 6．5 g／L，蔗糖3O g／L(糖源作为因素 

的实验除外)，pH5．8。 

1．3 培养条件 

将接种后材料置于1 500 lx、12 h／d的光照条件下培养，培养温度为(23±2)oC，观察并记录其生长 

状况，20 d统计数据并分析。 

1．4 评价项目与方法 

污染率(％)=污染瓶数／接种瓶数 ×100 (1) 

成活率(％)=成活瓶数／接种瓶数 ×100 (2) 

灭死率(％)=灭死瓶数／接种瓶数 ×100 (3) 

增殖系数 =(增殖后瓶数 一增殖前瓶数)／增殖前瓶数 (4) 

生根率(％)=生根苗数／接种苗数 ×100 (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灭菌处理对红龙草外植体的影响 

表 1 不同处理对红龙草外植体灭菌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terilization of explants of Altemanthera ficiode cv．‘Ruliginosa’ 

由表 1可以看出，红龙草进瓶污染率随着升汞灭菌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其中灭菌2 min的污染率高 

达91．67％。灭菌 4．5 min以上污染率明显下降，5．5 min时污染率较低但已出现灭死现象，灭死率为 

4．17％；至7 min时污染率为0。从成活率来看，进瓶成活率随灭菌时间增加先上升后降低。灭菌5．5 min 

时成活率高达91．66％，其后成活率逐渐下降，但灭菌7 min成活率仍比2 min和3 min高很多，但灭死率 

也已高达41．67％。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灭菌时间长短与灭菌效果关系密切。随着灭菌时间增加，污染 

率降低。但灭菌时间过长，其灭死率也随着增加。综合污染率、成活率及灭死率可以看出升汞灭菌 5．5 

min效果较好，成活率最高，而其污染率和灭死率都较低(图1—1)。因此，红龙草未木质化茎段较好的灭 

菌时间组合为： ：75％酒精30 S+1 g／L HgC1 5．5 min。 

2．2 不同生长调节剂及其组合对红龙草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在相同质量浓度6一BA条件下，使用 NAA的增殖系数比IBA更大；同时发现，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0卷 黄海泉等：红龙草组织培养及快繁技术 ·237· 

论使用 IBA或 NAA，增殖系数均随着6一BA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其中以E4增殖系数最大(9．03)。 

据观察，在添加IBA培养基中苗茎段纤细，叶片较小，刚长出不久的叶片就开始黄化或玻璃化，而且玻璃 

化现象严重；而在添加 NAA培养基中苗生长较粗壮，叶片较大，无玻璃化现象。因此 ，较好的增殖组合为 

E4：MS+6一BA1．0 mg／L+NAA 0．0l mg／L。 

表 2 不同生长调节剂及其组合对红龙草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growth regulators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stems ofAltemantherafic~de CV．‘Ruliginosa’ 

2．3 不同种类细胞分裂素及其质量浓度对红龙草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相同浓度条件下，使用 KT的增殖系数比6一BA大。随着 6一BA和 KT质量浓度 

的增加，增殖系数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规律 ，且均在质量浓度为 1．0 mg／L时增殖系数最大。但 KT 

和6一BA同时使用时增殖效果却很差，苗发芽少，叶严重玻璃化；而且随着浓度的增加，增殖效果更差， 

苗长势更弱。同时发现，在添加 6一BA的培养基中苗茎段粗壮度一般，叶片较小，叶色部分失绿变黄；而 

使用KT培养基中苗茎段粗壮，叶片大而肥厚，颜色嫩绿，无玻璃化或黄化现象。因此，较好的增殖组合为 

F6：MS+KT 1．0 mg／L+NAA 0．0l g／L。 

表 3 不同种类细胞分裂素及其浓度对红龙草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cytokinins and their concentra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stems ofAltemantheraficiode CV．‘Ruli西nosa’ 

处理 培养基 ／mg·L 增殖系数 生长状况 

F1 MS+6 ～BA0．5 +NAA0．01 6．26 

F2 MS+6 ～BA1．0 +NAA0．01 9．3 

F3 MS+6 ～BA2．0 +NAA0．01 5．74 

F4 MS+6 ～BA3．0 +NAA0．01 4．62 

F5 MS+KrID．5 +NAA0．01 9．48 

F6 MS+KT1．0+ NAA0．01 9．92 

F7 MS+KT2．0 +NAA0．01 9．22 

F8 MS+K13．0 +NAA0．01 7．74 

MS+6 一BA0．5 +KrID．5+NAA0．01 2．48 

F10 MS+6 一BA1．0 +KT1．0 +NAA0．01 1．50 

生长较好，部分黄化，基部部分玻璃化，全部生根 

产生芽数较多，但部分苗玻璃化黄化，全部生根 

生长一般，基部玻璃化较严重，大部分黄化，部分生根 

苗长势较弱 ，纤细，严重玻璃化，部分生根 

生长较好，产生芽数较多，全部生根 ，无玻璃化现象。 

生长良好，产生芽数很多，苗粗壮 ，全部生根，无玻化 

生长较好，产生芽数较多，全部生根，无玻璃化等现象 

生长较好，苗较粗壮 ，产生芽数较多，全部生根，无玻璃化 

生长弱，新增芽数少，基部严重玻璃化 

几乎不生长不增殖，严重玻璃化 

2．4 不同生长调节剂种类、浓度及糖浓度对红龙草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在上述增殖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正交试验。由表4可知，从对红龙草无菌苗增殖效果的极差来看， 

其作用大小依次为：蔗糖、NAA、KT。KT浓度由1．0 mg／L增加到 1．5 mg／L时，增殖系数增加幅度较大； 

而从0．5 mg／L到1．0 mg／L时变化不明显，结合前述单因子试验，KT2．0 mg／L时增殖系数反而下降，说 

明KT的最适范围为 1．0～1．5 mg／L。KT浓度过低则诱导率低，过高则抑制芽的分化。 

对于NAA而言，随其浓度增加增殖系数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规律，其中NAA 0．01 mg／L时增 

殖效果最好；而且发现蔗糖20 g／L时增殖系数最大，从25 g／L到30 g／L时增殖系数相反均有所下降。因 

此，较好的增殖配方为A3B2c1，即处理 G8：MS+KT 1．5 mg／L+NAA 0．01 mg／L+蔗糖20 g／L(图1— 

2)。 

2．5 不同培养基对红龙草带芽茎段的生根诱导效果 

经观察发现，在 Hl中红龙草茎段很少产生愈伤组织，且完全不生根；在培养基 H2、H3及 H4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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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草茎段基部约2—4 d后便产生浅绿色愈伤组织，3～5 d后产生白色的细根，培养20 d后植株高可达 

4—5 cm，根白色、细而纤弱。而接人 H5中的茎段约3 d后从基部产生浅绿色愈伤组织，5 d后产生白色 

细根；在H6中约 1 d后从基部产生浅绿色愈伤组织，2 d后产生白色细根；H7、H8第2天就能看到白色的 

根；培养 20 d后植株高可达6—7 cm，根长、粗壮并具有分枝，可长达5 cm。由表5可以看出，无论用MS 

或 1／2MS为基本培养基，生根率均随着 NAA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与 MS为基本培养基相比，1／2MS为基 

本培养基更有利于红龙草茎段生根，表现为在相同浓度的 NAA条件下其生根率均有所增加，而且根生 

长及质量也更好。因此，红龙草带芽茎段在 1／2MS+NAA 0．5 mg／L培基中的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达 

100％(图 1—3)。 

表4 不同生长调节剂种类、浓度及糖浓度对红龙草茎段增殖效果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growth regulators，their concentration and sugar concentration on 

proliferation of stems of Altemanthera yTc~de CV．‘Ruliginosa’ 

注：正交试验设计采用 (3 ) 。 

表5 不同培养基对红龙草带芽茎段的生根诱导效果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on rooting induction of stems of Altemanthera fwlode CV．‘Ruliginosa’ 

Fig．1 Inoculation．proliferation and rooting culture of Ahemanthem ficiode ．‘Ruliginosa’ 

(注：1—1红龙草进瓶诱导；1—2红龙草增殖培养；1—3红龙草生根培养) (下转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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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目前国内外有关红龙草组织培养的报道较少。权宏(2004)对红龙草的组织培养及遗传转化进行 

了相关研究 引。权宏等(zoo5)报道了红龙草叶片的组织培养及其植株再生 ̈ ；而本文以带芽茎段为外 

植体，经历过程为芽 一芽 一植株。同时，在增殖培养过程中，发现使用 KT的效果要明显好于 6一BA，与 

权宏等(2005)报道的结果有所差异。目前关于采用红龙草茎段进行快繁尚未见相关报道。本文以红 

龙草茎段为外植体进行了一系列组培快繁研究并获得初步成效，这将为红龙草及该科属其他植物相关 

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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