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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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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菊花嫩茎段为材料，进行无菌系建立、芽分化、生根等试验，探讨菊花组培快繁技术．结果表明：(1) 

以Ms+BA2．0 mg．L +NAA0．1 mg．L (单位下同)为培养基，分别置于普通培养室(不开灯，200～500 lug) 

与人工气候箱中培养，在前者条件下基本上不诱导芽的形成，25天后有部分黄白色愈伤组织形成；而在人工 

气候箱中培养则产生丛生芽，每茎段在30 d后可形成 8～1O个丛生芽．(2)分别以①Ms+BA1．0+NAA0．1， 

②Ms+BA2．0+NAA0．1，③MS+BA3．0+NAA0．1为增殖培养基，培养25 d后芽增殖3．65～5．90倍．(3)在 

8．1／2MS+NAA0．2；b．1／2MS+IAA0．2；c．1／2MS+IBA0．2共三个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生根率均达 100 

％，但前两个培养基中长出的根系细长、数量少，而后一个培养基则根系粗短、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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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Rapid Propagation Technologies of Chrys~mthe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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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ender stems of Chrysanthemum for experiment samples，experiments such as non 

— bacteria system formation，buds differentiation，rooting were conducted．The results showed as 

foHows：The first．sprouts couldn’t be inducod  and some callus could be form ated after 25 d，s cul— 

turing on the medium of MS+BA2．0+NAA0．1 in common culture room ：but sprouts could be in— 

duced and 8—10 sprouts were produced per tender stem after 30 d，S culturing in artificial climate 

room．The second，taking①Ms+BA1．0+NAA0．1，( Ms+BA2．0+NAA0．1，( MS+BA3．0 

+NAA0．1 for propagation mediums，sprouts were propagated 3．65 to 5．90 times after 25 d，S cul— 

turing．The third．the rooting rate of tube—seedlings amounted to 100 ％ on the mediums of a．1／ 

2MS+NAA0．2，b．1／2MS+IAA0．2．c．1／2MS+IBA0．2．but roots little and long for the form er 

two，strong an d numberal for the latt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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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Dendranthema grandiflora(Ramat．) 一 

tam．)为菊科菊属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或半灌 

木，又称“菊”、“秋菊”、“黄花”．在我国已有3 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现有3 000多个栽培品种；并已 

成为世界性的重要花卉，其产销量居四大切花之 

首．目前，菊花的主要繁殖方法有扦插繁殖、分株 

繁殖、压条繁殖、嫁接繁殖等 J，这些方法均存 

在一定程度的缺点与不足，主要表现为繁殖速度 

不快、病虫害发生频率高、易受季节变化影响等 

等，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菊花的快速繁殖，则可 

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与矛盾，已越来越成为菊花繁 

殖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在菊花种苗生产上加以推 

广应用．本文就菊花组培快繁技术进行了系统试 

验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菊花(大头菊)嫩茎段．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系建立 取菊花嫩茎段(带 1个 

芽)，带回实验室，用自来水冲洗 10 rain．然后置 

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7O％酒精浸泡 30 s，再用 

0．1％升汞消毒 12 min，无菌水冲洗5—6次，最 

后接种在预先配制并消毒好的②MS+BA2．0+ 

NAA0．1培养基(在培养基中另加琼脂6．0 g／L， 

蔗糖 3O．O L)中．接种后分成两组，分别置于普 

通培养室(不开灯)和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1．2．2 继代增殖 将经诱导分化出的无菌苗芽 

切割后，接种于培养基①MS+BA1．0+NAA0．1， 

②MS+BA2．0+NAA0．1，③MS+BA3．0+ 

NAA0．1(在培养基中另加琼脂 6．0 g／L，蔗糖 

3O．O L)中，置普通培养室(开灯)中培养．每处 

理2O瓶，每瓶 1个芽．25 d后调查芽增殖数目． 

1．2．3 生根诱导 把苗高长至2—3 cm的无菌苗 

转接到 a．1／2MS+NAA0．2；b．1／2MS+IAA0．2；C． 

1／2MS+IBA0．2共三个培养基中，置普通培养室(开 

灯)进行生根培养．其生根培养基中另加琼脂6．0 

L，蔗糖20．O L．每处理3o瓶，每瓶3株． 

1．3 培养条件 

1．3．1 普通培养室 温度25±3℃，相对湿度60 

— 7O％，光照强度为 1 500—2 000 lux(开灯)或 

200—500 lux(不开灯)，光照时间为 1O一12 h． 

1．3．2 人工气候箱 温度25℃，湿度 7O％，光 

照4 450 lux，时间 10 hr；温度2O℃，湿度6O％， 

光照O，时间14 h． 

1．4 调查测定项 目与方法 

外植体接种后 25 d、30 d，调查测定愈伤组 

织、丛生芽诱导情况；生根培养后18 d，测定株高、 

生根率等指标与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条件对芽诱导的影响 

分别置于普通培养室 (不开灯，200～500 

lux)与人工气候箱中培养，结果发现：在前者条件 

下基本上不诱导芽的形成，25 d后有部分黄白色 

愈伤组织形成，而在人工气候箱中培养则产生丛 

生芽，每茎段在30 d后可形成8—1O个丛生芽． 

2．2 不同培养基对芽增殖的影响 

表1 不同培养基对芽增殖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s on sprouts propagation 

①Ms+BA1．0+NAA0．1，②MS+BA2．0+ 

NAA0．1，③MS+BA3．0+NAA0．1三个培养基均 

较适合于菊花芽的增殖．从增殖速度上看，以③号 

最快 ，②号次之，①号最慢(表 1)．但从长势上看， 

②号芽苗最为健壮． 

2．3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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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18天) 

Table 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s on rooting 

转接后18 d，对菊花试管苗生根情况进行了调 

查，结果发现：在三个培养基中试管苗生根率达100 

％，根系黄白色．在前两个培养基根系细长但数量 

少，而后一个培养基根系粗短但数量多(表2)． 

图 1 (增殖芽 ) 

Figure．1 Sprouts propagated 

2 生根苗) 

Figure．2 Seedlings rooted 

3 讨论与结语 

本试验就菊花的快速繁殖技术进行了系统的 

试验研究，在生产实践中可为菊花苗子的快速繁 

育提供依据．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外植体培养条件的不 

同，对愈伤组织、芽诱导的：影响较大．在200—500 

lux光照条件下，只诱导愈伤组织的形成；而在 

4 450 lux光照条件下，则诱导丛生芽的分化，且分 

化速度快、分化数量多． 

试验表明，菊花试管苗在 a．1／2MS+NAA0． 

2，b．1／2MS+IAA0．2，C．1／2MS+IBA0．2三个 

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生根率均达到100％，但 

根系性状各异．从综合指标考虑，以C．1／2MS+ 

IBA0．2培养基效果最佳． 

菊花为试管苗快速繁殖系数较高的一种植 

物．在实践中，如何建立高效的无菌系、选择合适 

的培养基、控制各个阶段的培养条件是技术关键． 

本试验有关菊花快繁的部分照片见图 1(增殖 

芽)、图2(生根苗)． 

限于条件，没有开展“一步成苗”技术的试验 

研究，以后有待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简化培养程 

序、降低培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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