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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种子无菌培养及快繁技术研究 
张文莲，安 娜 

(西宁市城南苗圃，青海 西宁 810001) 

摘 要：通过对萱草种子进行了无菌培养，研究其快繁技术。结果表明，萱草的组培快繁 中，播种芽苗最佳 

脱分化诱导培养基为Ms+BA 0．5mg·l_1+NAA 0．2mg·l～；最佳再分化培养基为Ms+BA 0．5mg·l～；最 

佳壮苗培养基为Ms+BA0．2mg·l～：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 0．5mg·l～；最佳炼苗基质为草炭 + 

珍珠岩(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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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erile Culture and Rapid Breeding Technique of Hemerocallis fulva Seed 
ZHANG Wen—lian．AN Na 

(Chengnan Nursery-Xining Qinghai 810001，China) 
Abstract：Rapid breeding technique of Hemerocallis fulva seed according to its sterile cul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e best differentiation induced culture medium for breeding bud seedlings was MS + BA0．5mg·l 

+NAA 0．2mg·l-。．Th e best second differentiation culture medium was MS + BA 0．5mg·l。。．Th e best 

sound seed／ing culture medium was MS + BA 0．2mg·l～．The best strike culture medium was 1／2MS + 

NAA 0．5mg·l～．The best suitable interim culture medium was meadow podzolic soil+perlite(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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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Hemerocallis fulva)是百合科萱草属多 
年生宿根花卉 】。春季萌发后叶丛美丽，花葶高 

出叶丛，适宜作花境材料；可丛植于路旁或疏林 

边，能够很好的体现自然风光，是优良的夏季园林 
花卉，也是西宁市城市园林绿化中应用比较广泛 
的花卉之一 。随着西宁城市绿化步伐的不断 

加快，传统的分株繁殖已无法满足绿化需求。为 
了适应市场商品化生产的需求，我们开展了萱草 
组织培养实验，初步掌握和总结了萱草的快繁技 

术，并成功繁殖了萱草组培苗万余株。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的来源 

供试材料为城南苗圃引进的“黄花菜”品种 
当年采收的种子。 
1．2 基本培养基选择 

以 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每个设置中均 
附加3％的蔗糖，0．54％ 的琼脂，pH值调节为 

5．8。培养温度 20±2℃，光照强度 2000Ix，光照时 
数 12h／d。 
1．3 试验方法 

1．3．1 种子消毒及接种 
0．3％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3Omin一流水冲洗 

干净一超净台上75％酒精浸泡 3Os一无菌水冲洗 

4次一 0．1％升汞溶液浸泡 6rain—无菌水冲洗 8 
次—无菌滤纸吸干种子的水分一分别接种到种子 

诱导培养基上。 
1．3．2 不定芽诱导 

将从种子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和带不定芽的愈 

伤组织，分别切成 0．5 cm 的愈伤块和带 3芽以 
上的愈伤小块分别转接到增殖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观察。 

1．3．3 不定根诱导 
切取高2’3cm，具 4片叶片的不定芽，转接 

到含有不同无机盐浓度和不同激素浓度的培养基 
中观察生根情况。 

表 1 30d时种子发芽结果调查表 

1．3．4 生根苗的驯化及移栽 

将已生根的瓶苗放置于温室，盖 75％遮荫 
布，闭瓶驯化 3d，开瓶 3d后移植到消毒处理好的 

基质中。移栽基质选用园土、草炭 +珍珠岩、园土 

+草炭等 3个不同的基质，15d后调查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萱草的增殖繁育过程详见附图。 
2．1 种子在不同培养基上的萌发 

部分生有细根。具体情况见表 1。 

分析结果表明，在 NAA含量相同的情况下， 
培养基中 BA含量为 0．2mg·l 时发芽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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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含量为0．5mg·r 时发芽率最高；BA含量为 

1．0mg·l 中有发芽现象，但发芽后生长停止； 

BA含量为2．0mg·r 中发芽率为0。结果表明 

萱草种子在 BA含量为 0．5mg·l 的培养基上发 
芽率最高。 

种子接种 15d后种子开始露白。30d后种子 

具2—4片淡绿色叶片，株高0．5—2cm不等， 

2．2 愈伤组织诱导 
在诱导培养基上继续培养无菌播种苗，40d 

后芽基部出现淡黄色愈伤组织，50d后愈伤组织 

上出现淡绿色小突起。具体结果见表 2。分析结 
果表明，萱草播种苗在诱导培养基 MS+6一BA 

0．5 mg·r +NAA0．2mg·l 中能脱分化诱导出 
愈伤组织。 

表2 SOd时愈伤组织诱导结果调查表 

2．3 不定芽诱导及壮芽培养 

2．3．1 不定芽诱导 
当愈伤组织增大到 2cm。一3cm。大时，切成 

0．5cm。大小的小块转接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上继 

续培养，30d后表面出现瘤状突起，45d后突起发 

芽丛转接后的不定芽诱导与 BA的含量呈正相 

关。同样，BA含量为 0．5mg·r 时的增殖倍数 
比BA含量为0．2mg·r 时的增殖倍数高。附加 

NAA的培养基中不定芽的诱导率和增殖倍数有 
所下降。所以，BA含量为0．5mg·l～，NAA含量 

育成不定芽。具体诱导结果见表 3。分析可知， 为0时不定芽诱导率最高。 

表3 不同培养基类型对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2．3．2 壮苗培养 

观察接种到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中的带不定芽 
的愈伤块，20d时原不定芽有明显的生长，高度 2 
— 13cm不等。在不定芽周围分化出新愈伤组织。 
30d观察，原不定芽基部生长健壮且带淡紫晕，新 
愈伤上又分化出不定芽，同时，也诱发“玻璃化 

苗”的发生，不同培养基类型发生程度不同，具体 
见表4。表4表明 ，在萱草增殖转接中，玻璃化苗 

的数量也随BA含量的增高而增高‘，即玻璃化苗 
的形成与 BA含量成正相关，BA含量为 0．5 mg 
· l 的培养基中比 BA含量为0．2 mg·l 的培 

养基中玻璃化苗的发生率高；在不含 NAA的培养 
基中其玻璃化数量较少。综合各因素，选择 BA 

增殖继代培养基，既降低了“玻璃化”程度，提高 

了瓶苗的质量，又缩短了增殖壮苗的时间。在增 

殖继代的同时，也达到了壮苗的目的。 
2．4 不定根的诱导 
2．4．1 不同无机盐浓度对诱导不定根的影响 

将苗高达2—3cm，具4片叶的不定芽分别转 
接到含不同MS浓度的培养基上，15d观察统计其 

生根情况。具体见表5。从表5中可知，当NAA 
含量不变时，I／2MS的培养基其生根率与根系生 
长情况明显优于 MS培养基。表明在生根培养基 

中，降低盐浓度能促进不定芽的生根，与很多资料 
报道相同 。而在 MS含量相同，含 NAA 0．03 
mg·l 与不含 NAA的培养基相比，没有明显区 

含量为0．2mg·l～，NAA含量为0的培养基作为 别，这也主要与 NAA含量较低有关。 

表4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壮苗的影响统计表 

2．4．2 同一生长素不同浓度对诱导不定根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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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统计其生根情况。结果见表 6。表 6表明， 

萱草无根苗的生根率在 MS无机盐减半的条件 
下，随其 NAA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从根的生长情 

况看，当 NAA含量超过 1 mg·l 时，易生并排连 

根，根数量减少，这与有些资料相同⋯。从生根 

率和根系生长情况综合考虑，大量元素减半，NAA 
浓度为0．5 mg·l 的培养基为萱草的最佳生根 

培养基。 

表6 同一生长素不同浓度对诱导不定根的影响 

2．5 生根瓶苗的移栽结果 

根据设置和试验要求，种植于不同基质中的 
生根苗其成活率各不相同。在园土中的移栽成活 

率为69％；草炭 +珍珠岩中的成活率为 90％，园 
土 +草炭中的成活率为 81％，分析原因珍珠岩具 

有较大的孔隙度，增加透气 不积水，而园土的透 
气性较差，成活率相对较低。 
附：图片 

愈伤组 织分化不定 芽 

3 小结 

3．1 萱草种子无菌陕繁中，播种芽苗最佳脱分化诱 

导培养基为 +BA0．5rng·l +NAA0．2mg·l～。 
3．2 最佳再分化培养基为 MS+BA0．5mg·l～。 
3．3 最佳壮苗增殖培养基为 MS+BA0．2mg·l～。 

增殖 

3．4 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MS+NAA0．5rng·l。。。 
3．5 最佳炼苗基质为草炭+珍珠岩(7：3)。 

壮苗 

生根 

炼苗 

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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