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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珍 品绿牡 丹的组培 技术研究 

张 红 

(德州学院农学系，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以菊花珍品绿牡丹的茎段为外植体，MS为基本培养基，进行了离体培养。结果表 

明：初始培养的较好培养基为Ms+BA 0．5 mg／L十N从 0．1 mg／L，丛生芽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 

基为Ms十BA 0．2 In L+N从 0．1 mg／L，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 MS+NAA 0．05 r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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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别名鞠、寿客、傅延年等，菊科菊属，属多年生 

草本植物，花形变化多，花色丰富。菊花常用的繁殖方 

法有种子繁殖与营养繁殖两类L1]。种子繁殖容易产生 

性状分离，不能保持品种优良性状，且生产周期长。营 

养繁殖虽能保持母本优良性状，但受繁殖材料及季节的 

影响，繁殖系数极低。组织培养具有增殖效率高、繁殖 

速度快的特点，能够在短时期内生产出大量的组培 

苗Lz]。菊花中的“绿牡丹”是一种罕见的绿色品种，因其 

难以繁殖，一直被认为是菊花中之珍品嘲。试验对绿牡 

丹进行了组培技术研究，以期得出组培快繁的最佳培养 

基配方，为工厂化生产提供指导。 

l 研究方法 

1．1 材料 

菊花珍品一绿牡丹的幼嫩枝条 

1．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附加不同浓度的激 

素，在培养基中添加琼脂 7 g、蔗糖 25 g，pH值 5．8～6．0， 

培养室的温度为 24~26℃，光照每天 12 h。 

1．3 试验方法 ’ 

1．3．1 无菌体系的建立 选取绿牡丹健壮的幼嫩枝条， 

去掉大叶片，剪成带 1个腋芽的茎段，流水冲洗30 min， 

在无菌条件下用 7O 的酒精消毒20 s，再用0．1 HgCl 

溶液消毒5 n，并加吐温3～4滴，无菌水冲5～6次，然 

后分别接种在 MS和Ms十BA 0．5十NAA 0．1两种培养 

基上，每种培养基接种 5O瓶，每瓶接 1个材料。 

1．3．2 增殖培养 将初始培养获得无菌苗剪成带 1个 

腋芽的茎段，分别接种于下列增殖培养基中，培养基配 

方见表l，每处理接种 lO瓶，每个瓶中接 3个，1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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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芽的生长情况。 

表 l 培养基配方 

增殖培养基 生根培养基 

Al I MS+队 o．2+NAA 0．1 

A2 t 十队 0．5+ NAA 0．1 

A3 t MS+队 0．8+NAA 0．1 

A4 t MS+队 1．O+NAA 0．1 

A5 I MS+IlA 1．5+ NAA O．1 

A6I MS+BA 2．O+NAA O．1 

B1 t 1／2 MS 

132t l／2MS+ NAA 0．02 

B3 t 1／2 MS+NAA 0．05 

Bl I 1／2 MS+N人A 0．1 

1．3．3 诱导生根 取健壮的芽接到以下生根培养基上， 

生根培养基配方见表l，每处理接种lO瓶，每个瓶中接3 

个，20 d后观察生根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无菌体系的建立 

将菊花茎段消毒后接种在 MS和 MS+BA 0．5+ 

N从 0．1两种培养基上，10 d后统计污染数，计算污染 

率，30 d后观察成活外植体的生长状况，发现接种在MS 

空白培养基上的茎段只有腋芽萌发，芽长的高且细弱， 

叶片小，颜色深绿，基部没有愈伤组织形成，少部分形成 

l～2条细长的根；而接种在 MS+BA 0．5+N从 0．1培 

养基上的茎段相对污染率较低，平均分化出3～4个芽， 

芽长的粗壮，叶片大，颜色浅绿，芽的基部形成较大的愈 

伤组织(见图 l、图 2、表 2)。 

表 2 无菌体系建立的统计结果 

2．2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浓度BA对绿牡丹的增殖有 

明显的影响，在 BA浓度为0．2～O．8 mg／L时，增殖率相 

差不大，但随着浓度的增加，芽的长势逐渐变弱，叶片出 

现卷曲。当BA浓度增加到 1．0 mg／L，虽然增殖率有所 

增加，但丛芽矮小，黄化且生长缓慢，BA浓度继续增加， 

芽的生长极其缓慢，叶黄化畸形，所以增殖的最佳培养 

1 9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生物技术 北方 园艺2oo8(3)：195～196 

基为 MS+BA 0．2 mg／L+NAA 0．1 mg／I 。 

图l IrIS空白培养基芽的生长状况 图2 MS+BA 0．5+NAA 0．1培养基芽的生长状况 

B1．1,／2；vkS+NAA0．1 30 0 0 形成愈伤组织 

2．3 不同激素配比对生根的影响 

从表 4可以看出，NAA浓度在 0．05 mg／L时，生根 

较多，根的质量较好，／l,q=llgN度，生根量较低，根的质 

量较差，当NAA浓度增加到0．1 mg／C时，形成愈伤组 

织，抑制了根的生成，所 以生根 的最佳培养基为 

1／2 MS十NAA 0．05 mg／I 。 

3 结论 

系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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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Chrysanthemmn Owiosa-green Peony 

ZHANG Hong 

(Department of Agronomy，Dezhou U血verskY．Dezhou，Shandoag 2530 13，China) 

Abstrdct：Tissue cu1Iure of chrysanthemum Curios Green peony was carried through using MS as the basic medium and 

stem secIs as e×plants．The resuhs showed that the effect。f MS+BA 0．5 rag／L+NAA 0．1 mg／L was better than MS 

i n1he prOcess。f initial tissue cuIture；the best bud muhiplicati。n medium was MS+BA 0．2 mg／I ~NAA O·1 mg／L and 

the best medium of taking root WaS 1／2 MS+NAA 0．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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