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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渊紫罗兰幼嫩叶片高体培养的技术研究 

何 家 涛，王 会 

(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441021) 

摘 要：以非洲紫罗兰幼嫩叶片为外植体，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 BA、N从 、 

GA等探讨了外源激素对其愈伤形成、不定芽分化、增殖与不定根形成的影响。试验表明：采用 

MS +O．1～2．o rag／L(单位下同)6一BA+0．O1～O．5NAA培养基，愈伤诱导率在2O％以上}采用 

MS+0．1～l_0 6-BA+0．O1～O．5NAA+O．1～1．0GA培养基对芽的生长厦增殖效果好，并提出 

GA具提高不定芽长势和成苗率的作用}采用1／2MS +0．1～O．5NAA或 0．IIBA或 0．1～O．5 

IAA，20d内生根率可迭97％以上。在腐叶土 。珍珠岩=5 I 3的基质中驯苗，成活率可迭 9O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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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紫罗兰(Samtpaulia io nantha we,l1)为苦苣苔 

科多年生草本花卉。全株有毛，叶基部簇生，圆形或卵 

圆形，叶背面带紫色，花 1～6朵蔟生，花色艳丽，有兰、 

白、粉红等色，花期2～3月，较耐阴，株型小而美观，原产 

非洲，品种繁多，现世界各地广泛栽培，被誉为“室内花 

卉皇后”，极具市场开发前景。但其在自然条件下种子 

不易形成，常规繁殖方式是分株和叶插法两种，繁殖系 

数低，难于满足生产需求[】]。因此，组织培养为非洲紫 

罗兰的重要繁殖途径，可在短期内生产大量优良种苗。 

我们于2001年4月开始在前人【2一。 对非洲紫罗兰大量研 

究的基础上，对引进的非洲紫罗兰品种进一步进行了组培 

技术的系统研究，现已实现工厂化育苗和商业化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从生长健壮的非洲紫罗兰植株上采直径 1．0～ 

1．5 ClTI的幼嫩叶片作外植体。取样非洲紫罗兰品种引 

自美国泛美种子公司。 

1．2 方法 

1．2．1 外植体表面灭菌 将幼叶用饱和洗涤液浸泡 

5～1O min，用自来水冲洗 lO～15 min，除去表面污物，然 

后在无菌状态下用 7O 9，6酒精浸泡 20s，无菌水冲洗一次， 

再用0．1 AgCl2浸泡 5～6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4～5次，每次 1～2 min，滤干水分，以备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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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两种不同浓度的激素 6-BA(0．1、0．5、1．O、2．0、3．O)和 

NAA(0．01、0．1、0．5．1．O)，共2O个不同浓度水平的组合 

进行愈伤组织的诱导，并用上述双因子组合共 l1个处 

理，进行不定芽诱导和增殖培养}以 1／2MS (矿质元素减 

半)为基本培养基，附加激素 NAA(0．1、0．5、1．O)、IBA 

(O．1、0．5、1．O)、IAA(O．1．0．5．1．O)，并以1／2MS 为对照， 

共 1O个处理进行不定根分化培养。以上愈伤诱导、不 

定芽分化与增殖培养基中均附加 3．O 蔗糖，生根培养 

基中均附加2．O 蔗糖，其它琼脂0．7 ，pH5．8～6．2。 

培养条件：温度(24士1)℃，光照1 500 Lx~2000 Lx，光 

照时问：12h／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种激素不同水平组合对叶片外植体愈伤组织与 

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裹 1 两种激素水平组合对非洲紫罗兰叶片外植体 

愈伤组织与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裹中数椐分化率一分化出愈伤与不定芽的外檀体／接种外檀俸总致 X100 

-表中分化率为各处理外植体培井50d的平均值 

在无菌条件下，将经表面灭菌的嫩叶切成3--~5 的 

小方块，接种于上述分化培养基中，并将叶片腹面向上放 

置。接种 7--10 d后，部分培养基上的叶片从切口处开始 

膨大，15"-'20 d后，叶片表面出现皱褶，切口产生少量愈伤 

组织，并出现绿色小芽点，40~50 d后，小芽点长成大量丛 

芽。不同的激素水平组合对愈伤组织与不定芽的诱导有 

不同的效果，在愈伤与不定芽分化上存在较大差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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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激素以6-BA 0．1～2．0和NAA 0．01~--0．5组合(表 1) 

叶片外植体愈伤组织与不定芽诱导率较高。 

2．2 两种激素不同水平组合对不定芽增殖率和成苗率 

的影响 

将愈伤组织切成3～5 mill的小方块接种于愈伤分 

化率高于2O 的两种激素不同水平组合的培养基中进 

行继代增殖培养，培养周期为 30 d。试验结果(表2)表 

明；随着 6-BA浓度的提高，叶片外植体切口的芽点数增 

多，增殖率有提高的趋势，但6-BA浓度高(6一BA>1．O) 

时不定芽多呈芽点状，继代培养后期，叶片增厚、卷曲、 

叶黄绿、苗畸形，成苗率有下降趋势。而且随着继代次 

数的增加，部分芽上分化的叶呈水渍状，出现玻璃化现 

象 6-BA浓度较低 (6一BA0．5～1．O)时，叶片开展，叶 

柄长度适中，顶芽与侧芽同步生长，株形紧凑，成苗率较 

高 6-BA浓度低(6-BA<0．5)，丛芽不明显，但成苗率 

高。而NAA浓度较高水平(NAA>0．5)，对不定芽分化 

产生抑制效应，以较低浓度较适宜。从增殖率、成苗率、 

试管苗的质量等方面综合考评，非洲紫罗兰最适宜的增 

殖培养基为MS+O．1"-1．0BA+0．01~-0．5NAA。非洲 

紫罗兰因增殖率高，丛芽密集，在继代增殖中分割易损 

坏不定芽。试验中发现在增殖培养基MS+O．1～1．0BA 

+O．01～O．5NAA中附加 0．1～1．0GA，可使丛芽较稀 

疏，有利继代增殖中的分割，且对增殖率影响不大，对芽 

的长势具促进作用。 

襄2 两种激素不同水平组合对非洲紫罗兰 

不定芽增殖率与成苗率的影响 

注 }袭中敢据增殖翠为继代培养 30d后不足芽总敢／外植体块敢 I戚茁翠为戚茁 

数／分化芽点数×100,“+”表示增殖率 10倍以下、成苗率8o 以上， +十”表示增 

殖率10~15倍间、成苗率6O ～80 问I“+++”表示增殖率 15倍以上、成苗率 

6O 以下 ． 

2．3 不同激素种类与水平对不定根分化的影响 

将 3～4 cin高的增殖苗，切成单芽，接种于诱导生 

根的培养基中，每处理接种25瓶，每瓶接种 5株。培养 

5～1O d，部分处理中形成小须根突起，连续培养20 d后， 

随机调查统计生根率及须根生长情况(表3)。试验结果 

表明：非洲紫罗兰较易生根，在1／2MS中附加0．1～O．5 

NAA或0．IIBA或0．1～O．5IAA生根率均较高，且根生 

长健壮，自然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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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不同激素种类与水平对非洲紫罗兰 

不定生根分化的影响 

激素种类与水平 调聋株 生根事( )单株均根数(-t-／iS) 粮笙 瓦 

拄·。十 殒根t步l。十十 铆根t较 ， 十十十 须根量 ． 

2．4 试管苗的驯化与移栽 

将具4～5片叶试管苗根上的培养基洗净，基部用 

800~1 000倍百菌清浸泡 1"--2 min，栽植于腐叶土 ：珍 

珠岩5：3的基质中，移至训苗室中，一周内，采取适度降 

温，增加环境相对湿度、遮阳等措施调控环境条件，并逐 

步向自然条件过渡，同时，每 5～7 d喷一次 800～ 

1 000倍多菌灵，以防病菌滋生，15~20 d后始喷 0．1 

尿素和磷酸二氢液或稀释的完全营养液，7～1O d一次， 

以补充营养，驯苗成活率可达9O 以上。 

3 小结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非洲紫罗兰进行快繁，可为市 

场提供大量优质种苗，从而有利良种引进与繁育。本试 

验研究结果表明：非洲紫罗兰以嫩叶为外植体，愈伤组 

织与不定芽分化适宜培养基为MS+0．1～2．06一BA+ 

0．O1～O．5NAA，分化率在 2O 以上，继代增殖适宜培养 

基为 MS+0．1～1．06一BA+0．01～0．5NAA+0．1～ 

1．0GA，增殖率与成苗率均较高，试管苗质量好。GA具 

提高不定芽长势与成苗率的作用，诱导生根适宜培养基 

为 1／2MS+0．1"--0．5 NAA或0．1IBA或0．1~．-0．5IAA， 

生根率可达 97％以上，根生长势旺、健壮。在腐叶土 ： 

珍珠岩一5：3的基质中驯苗，成活率可达9O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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