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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绣线菊组培快繁体系的建立 

季 昆，武宇坤，赵景峰，郭启高冰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本研究采取绣球绣线菊幼嫩茎段作为外植体，进行离体组织培养，获得了正常健康的再生植株。研 

究中通过对外植体灭菌时间的筛选，以及对绣球绣线菊初代、继代和壮苗生根培养基的筛选进行研究，建 

立了较为适宜的绣球绣线菊组织培养快繁体 系。以0．1％HgC12"~菌8 min可以达到较好的外植体灭菌效果。 

初代培养的最佳培养基为MS+BA 0．5 mgm +NAA O．5 mgm；适宜的增殖培养基为MS+BA 1．0 mgm + 

NAA0．1 mgm；适宜的壮苗生根组合培养基是1／2MS+BA0．3 mgm+IBA0．5 mgm，生根状况表现良好。 

关键词：绣球绣线菊；茎段；组织培养 

绣球绣线菊 (Spiraea blumei G．Don．)为蔷薇科、绣 

线菊亚科、绣线菊属的常绿灌木，分布于北半球温带至 

亚热带山区“J。我国约有50种，多数种类耐寒耐盐碱i春 

季4、5月开花，白色小花 10～30朵或伞房花序，开花形 

似绣球，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在园林造景方面应用十 

分广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瞳' 。现在该品种在华北、 

华中等地均有分布，生产中以扦插为主要繁殖方式，也 

可以分株，播种 ，但繁殖速度慢，不能满足当前大面积 

栽培及推广绣线菊优良品种的需要。中科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等单位先后报道过星花绣线菊、椭圆叶绣线菊、粉 

花绣线菊、非洲菊等变种的组培与快繁【4 】，但目前为止 

尚未有绣球绣线菊的相关研究，为此，本研究通过试验 

筛选初步建立了绣球绣线菊的组培快繁体系，旨在为绣 

线菊良种优化的快速繁殖、产业化生产及栽培奠定基础， 

也为今后的引种栽培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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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取材于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选取绣 

球绣线菊幼嫩茎段作为试材。 

1-2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对比设计，通过对培养植物生长指标 (繁 

殖系数、生根率等)的试验数据分析、外部形态观察，筛 

选出最佳的外植体灭菌时间、初代诱导培养基、增殖培 

养基、生根培养基以及移栽的最佳方法。培养条件为培 

养温度(23±2)℃，每天光照10～12 h，光照强度1000 

15001)【。 

1．2 1初代培养 

(1)最佳消毒时间筛选。选择健壮无病的嫩枝，软 

毛刷洗刷去表面污物，并流水冲洗30 min左右 ，在超净 

工作台内进行材料灭菌消毒。首先用70％酒精浸 10 S， 

之后采用消毒药剂0．1％HgC12分别进行3 min、5 min、 

8 min、10 min消毒处理 ，然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将灭 

菌的绣线菊嫩枝放在无菌纸上，以无菌刀将其切成1 cm 

左右的带2～3个腋芽的茎段 ，接种于初代培养基上。每 

个处理接30个外植体 ，研究不同消毒时间对绣线菊幼茎 

的消毒效果，接种l4天后统计褐化率，10天后统计污染 

数和存活数，20天后统计无菌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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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代培养基筛选。初代培养基以MS为基本培养 

基，设置6-BA浓度分别为0．2、0．5、0．8、1．0、1．5 mg／L， 

IBA浓度分别为0．1、0．2、0．5、1．0 mg／L与NAA浓度分别 

为0．1、0．2、0．3、0．5、1．0mg／L共计10个处理，每个处理 

接30个外植体。30天后调查繁殖系数和嫩梢长度。 

1．2．2继代培养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配方采用不同的激素配比： 

BA浓度分别为0．2、0．5、0．8、1．0 mg／L，NAA浓度分别 

为0．1、0．2、0．3 mg／L。组合得到 12种培养基进行增殖 

筛选试验，接种30天后统计增殖系数。 

1．2．3壮苗生根培养 

以 1／2MS作为基本培养基 ，通过预备试验适当改 

进得到三种培养基配方进行牡苗生根培养，即添加BA 

0．3 mg／L，并设置IBA浓度分别为0．1、0．2、0．5 mg／L。 

接种 10天后统计生根情况，对生根的长度、粗度及生根 

条数进行统计。 

1．2A移栽 

以生根的试管苗作移栽对象，采用蛭石+珍珠岩 + 

草炭 (1：1：1)为基质进行绣球绣线菊生根苗的驯化移 

栽。在移栽前首先要进行炼苗，揭开封口，照光2～3天 

炼苗能促使试管苗尽快适应外界环境。观察生长情况并 

在20天后调查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 

2．1．1最佳消毒时间试验 

材料先在70％酒精中浸10 s具有浸润和灭菌的双重 

作用，可以使材料表面充分浸润，从而使消毒剂易于渗 

入并均匀到达每一处并有效杀死微生物病菌，此后配合 

使用0．1％HgC1z可以达到较好的灭菌作用，但残留的汞 

离子对植物有伤害，一般用无菌水至少冲5次。材料消 

毒后，将剪口与药剂接触的部分切去可以减轻药剂对植 

物组织的伤害，从而利于提高初代培养的成活率。设置 

消毒药剂0．1％HgC1z分别进行不同消毒时间处理后，经 

初代培养后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绣球绣线菊外植体经灭菌8 min， 

7天后统计污染率3．3％、存活数29，14天后统计褐变率 

6．6％，20天后得到无菌苗数27株，外植体褐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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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1％HgCh不同消毒时间对绣球线菊外植体的消毒效果 

成活率高；3～5 min 0．1％HgC1z消毒的材料污染率较高， 

消毒时间偏短，不能彻底杀死外植体所带病菌；10 min 

0．1％HgCI2处理的材料基本无污染，但外植体褐化程度 

加大 ，茎段死亡率高达63．3％。通过比较可以得出8 min 

0．1％HgC12处理外植体具有较好的杀毒效果。 

2．1．2初代培养基的筛选 

表2绣球线菊外植体初代培养基的筛选 

从表2可以看出，A9号MS+6一BA 1．0 mg／L+IBA 

0．5 mg／L培养基对绣线菊嫩茎的组织培养有良好的效果， 

所用时间最少且效果最佳。A1、A2、A4、A5培养基配 

方对外植体腋芽的萌动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接于A3 

号培养基的材料在接种10天后才表现出萌动迹象，这表 

明，从0．1～1．0mg／L浓度梯度的NAA对于绣球绣线菊 

初代培养并未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A6～A10的培养 

基都表现较优，表明6一BA具有较好地促进作用，特别是 

A9号在接种3天后达到萌动并展叶，大大提高了培养的 

速率，是绣球绣线菊最适的初代培养基。 

2．2 继代增殖培养 

从表3中可以看出，M1、M2培养基几乎没有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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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绣球线菊外植体继代增殖培养基筛选 

注：大写字母表示 1％差异水平 ，小写字母表示5％差异水平。 

迹象表现 ，M3、M4、M5、M6培养基表现出一定的增殖 

现象，并在M7-M12的培养基上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增殖 

系数；当BA浓度达到1．0mg／L时，材料的增殖系数达到 

最高，但植株生长细弱并出现一定的玻璃化现象，部分 

植株出现畸形生长；M7、M8、M9培养基上材料的增殖 

系数在7．8左右，植株生长旺盛，畸形植株较少且未发现 

玻璃化现象，但M8、M9培养基植株基部产生了较多的 

白色愈伤组织，且增殖系数有所降低。分析比较得出，M7 

培养基MS-I-BA 0．8 mg／L-I-NAA 0．i medL为绣球绣线 

菊的最适增殖培养基。 

设计的12种增殖培养基中，M10的增殖系数与其与 

相比具有显著差异；而M11、M12、M7的增殖效果之间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基本为同一水平；同时M7、M8、M9 

之间也基本不存在差异性。 

2．3 壮苗生根培养 

采用1／2MS作为基本培养基进行壮苗培养，三种激 

素配方培养30天后茎的生长均表现 日益健壮，叶面积增 

大，经观察比较，R3培养基 112 MS-I-BA 0．3mg／L-I-IBA 

0．5 mg／L在壮苗同时可以达到较好的生根效果，生根率可 

达 87％，生根条数、平均长度以及根的粗度都有较优的 

表现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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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绣球线菊外植体壮苗生根培养基筛选 

3 讨论 

3．1 初代培养 

在茎尖培养和芽诱导时主要使用的是MS培养基配 

合一定浓度的激素，李喻明 等得出利用 112 MS-I-BA 

0．5 mg／L+IBA 0．2 mg／L可获得金焰和金山绣线菊的茎尖 

培养和芽诱导最佳效果。本研究进行之前曾有预备试验 

进行了灭菌时间以及初代培养基筛选，得到0．1％HgC12 

进行消毒处理 8 min后接茎段于MS+BA 0．5 mg／L+ 

NAA 0．5 mg／L培养基可以达到较好的诱导效果，85％的 

芽萌发，可以得到较高比率的无菌苗。 

3．2 继代增殖培养 

用芽增殖的方法而不通过愈伤组织分化途径有利于 

保持遗传稳定性 。而且以腋芽或不定芽增殖的植物，在 

培养许多代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增殖能力，一般较少出 

现再生能力丧失问题。我国李明喻 等得出利用 t12 MS 

-I-KT0．2mg／L-I-IBA0．2mg／L能促进金焰和金山绣线菊 

的有效生长。本研究进行了12种培养基配方的筛选，其 

中M7号培养基MS-I-BA0．8mg／L-I-NAA0．1 mg／L的 

增殖系数达7．8，且植株生长健康，可以在短期内达到较 

大的增殖群体，大大节约了生产空间和劳动成本，实用 

于推广工厂化生产，具有一定的实际生产意义。 

3．3 生根壮苗培养 

不定根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根原基形成阶 

段，生长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研究筛选出112 MS-I- 

BA0．3 mg／L-I-IBA0．5 mg／L为生根最佳组合，生根率达 

87％。 

3-4 移栽 

组培苗的叶片小而且薄，叶片角质层蜡质较少甚至 

没有，且根系中几乎没有根毛、根系活力较低，在驯化 

过程中随湿度降低，角质层逐渐增加，根毛才逐渐发生， 

根系活力提高 】。试验证明，试管苗移栽基质、环境湿度 

对成活率的影响最显著。提高移栽成活率，对工厂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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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推广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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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农业部将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行动 

从2007年 12月22—23日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获悉，农业部要求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 13个 

省 (区、市)启动实施 “保质量、保安全、助奥运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行动”，确保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 

供应充足，进一步提升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目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展开。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指出， 

实施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行动”将强化四项工作：一是强化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管理；二是加强 

基地标准化建设；三是摸清产销基本情况；四是建立供求信息平台。高鸿宾副部长强调，此次行动将以供 

应北京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为重点，从生产源头推进农业标准化，从每个生产基地和生产环节开展检查、 

落实，建立生产、流通、销售、消费等环节的全程追溯体系，通力合作，以探索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 

监管的有效模式。 

(本刊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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