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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花瓣的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邓年方 ，吴桂容 

(贺州学院 生化系 ，广西 贺州 542800) 

[摘 要]以菊花的花瓣作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技术研究，结果表明：外植体用0．1％升汞消毒10min为 

宜；Or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为MS-I-6一BA 1．5mg／L-I-NAA0．1mg／L；丛生芽形成的最佳培养基为MS 
-

I-6一BA1．5mg／L+NAA0．1mg／L；用1／2MS+NAA0．5mg／L作生根培养基，生根率可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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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是菊科菊属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是我 

国的传统名花和世界四大切花之一【】】。长期以来菊 

花采用分株、扦插等无性繁殖方法进行繁殖[2】，但是 

传统的繁殖方法易受环境影响，繁殖周期长，随着市 

场需求的急剧增加，已经不能满足市场 日益发展的 

需要。植物组织培养具有增殖效率高、繁殖速度快的 

特点，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和较少的空间生产出大量 

的试管苗 】。比起菊花的茎尖、叶片、茎段、花托等其 

它外植体，花瓣不仅病毒量少，而且其组织培养具有 

取材容易、易消毒、繁殖系数高的特点[4】。本研究以 

菊花花瓣为材料进行组培快繁试验，旨在为菊花苗 

的工厂化生产提供更可靠的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菊花花瓣 

1．2方法： 

将菊花的花瓣用自来水冲洗20 min，用70％的 

酒精浸泡30s，再用0．1％的升汞分别消毒5 min、8 

min、10 min、15 min，每个处理接种 20瓶(表 1)。无 

菌水冲洗4—5次，用无菌滤纸吸干水分。在无菌条 

件下将花瓣切成5mmX 5mm／]~块，接于不同激素浓 

度配比的诱导培养基上(表2)，每个处理接种20瓶， 

25 d后统计愈伤组织诱导情况。 

将愈伤组织转接在诱导丛生芽的分化培养基上 

(表3)，培养 15 d后统计其分化率；再将丛生芽切成 

单株后接种到不同浓度激素的生根培养基中(表 

4)，培养 14d后统计其生根率及根的生长情况。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为(25±2)℃，光照强度 

2000Lx，光照时间为 12h／d，空气相对湿度为65％ 

左右。培养基 pH值均为 5．8—6．0。 

在试管苗高 3—4cm，且长出根时将瓶口打开， 

炼苗 3 d后取出，洗净根部的培养基 ，移栽到土壤： 

蛭石 =1：1的培养基质中。 

2 结果与分析 

2．1消毒时间对外植体存活率的影响用0．1％ 

升汞对菊花花瓣进行消毒，从表 1得知，消毒的处理 

时间过短，消毒不彻底，外植体接种后易感染，时间 

过长，外植体虽没被杂菌污染，但逐渐枯萎死亡，成 

活率低。对菊花花瓣而言，消毒的最适时间是 10 

mino 

表 1 消毒时间对外植体存活率的影响 

消毒时间 (min) 5 8 1 0 15 

污染率 (％) 38．0 5．6 0 0 

成活率 (％) 42．5 60．3 86．6 36．1 

2．2 6一BA浓度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加入生长素 NAA 

0．1 mg／L，因6一BA浓度的不同设计了4组试验。 

表 2 6一B̂ 浓度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由表2可知，菊花的花瓣切块在 4种培养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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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能形成愈伤组织，但随着 6一BA浓度的不同， 

其愈伤组织的启动和生长速度存在差异：第 4种培 

养基最后长出愈伤组织，愈伤块小，且颜色为白色； 

1、2种培养基也能较快诱导出黄绿色愈伤组织，但 

诱导率不高；第 3种培养基最先诱导出黄绿色愈伤 

组织，诱导率高，是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 

2．3不同培养基对丛生芽形成的影响 

以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将上步得到的愈 

伤组织转接在诱导丛生芽的分化培养基上(每个处 

理接种 2O瓶)，因激素浓度和种类的不同设计了 4 

组实验。培养 1周左右，观察到愈伤组织表面陆续长 

出不定芽(见图 1)，从表 3可以看出，第 2种培养基 

中，平均每块愈伤组织有 14个萌芽，是诱导丛生芽 

的最佳培养基。 

查 旦堡查墨 竺圭茎 塾 望：鱼 
培养基 6一BA NAA IBA 平均每块愈伤组织 

(rng／L) (rng／L) (mg／I ) 出芽数 (个 ) 

2．4不同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以1／2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 ，因生长素浓度 

及种类的不同设计了4种不同的生根培养基。将2— 

3cm高的苗切下来，转移到生根培养基(每个处理接 

种 20瓶)，7d左右观察发现大部分试管苗根部开始 

分化出小根突，再过7d后看到约3—4cm长的根(见 

图2)。从表4可以看出，第 2种培养基中生根状况最 

好，生根率 100％，且根系发达，植株健壮。 

表4 不同培养基对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图1：从愈伤组织分化出的丛生芽 

图2：菊花植株生根 

3 小结与讨论 

(1)外植体表面携带有各种污染微生物，在把 

植物接种到培养基上之前必须进行彻底的表面消 

毒 。消毒剂的种类很多，除了本试验用的0．1％升 

汞外，次氯酸钠、次氯酸钙、溴水等也可以使用。但要 

注意的是，表面消毒剂对植物组织也是有毒的，应正 

确选择消毒剂的浓度和处理时间，尽量减少组织的 

死亡，本试验中用 0．1％升汞对菊花花瓣消毒，处理 

10 rain效果最佳。 

(2)在菊花花瓣组培快繁的试验中，6一BA和 

NAA对促进愈伤组织诱导、丛生芽的形成具有显著 

的效果。诱导愈伤组织和丛生芽的最佳培养基是 

MS+6一BA 1．5mg／L+NAA 0．1mg／L。 

(3)在生根培养试验中发现，NAA、IBA均易于 

诱导生根，但 1／2MS+NAA 0．5mg／L是最佳生根培 

养基，植株根系发达，移栽后存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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