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卷 第 2期 
2o07年 3月 

干 旱 区 研 究 

ARID ZONE RESEARCH 

V I．24 No．2 

Mar． 2007 

文章编号： 1001—4675(2007)02—0223—04 

金叶莸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龚莉萍 ， 王 蓉 ， 杨贵泉 ， 张金枝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金叶莸是一种良好的园林绿化树种。通过容器基质配制、插穗剪取、激素处理、苗期管理等方面，介绍了金 

叶莸快速繁殖的主要技术方法——嫩枝扦插育苗法。本研究利用乌鲁木齐县种苗繁育基地 1年生金叶莸实生苗 

当年萌发的嫩枝作为试验材料 ，研究了不同取材部位、不同浓度的 6一BA和 NAA组合对金叶莸组培快繁的影响 ， 

通过生根处理及驯化移栽成苗。结果表明：同一新梢不同部位的外植体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其芽的分化率明显不 

同，新梢中部的茎芽启动效果最好 ，诱导率为 85％以上；中部 5～l0节腋芽分化率高，能形成完整健壮的植株。MS 

+6一BA0．5 mg／L+NAA 0．5 mg／L为最佳继代增殖培养基，增殖率和有效芽苗率均高于其它处理。在生根过程 

中茎尖苗的生根效果较好，生根率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 85％。PP333能促使瓶苗植株矮化健壮，从而提高苗木的移 

栽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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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莸 Caryopteris×dolldonensis，‘Worcester 

Gold’是 从 兰香 草 (C．incana)和 蒙 古莸 (C． 

mongholica)杂交后代中选育出的金叶莸品种，为马 

鞭草科莸属杂交种，美国育成。该树种为阳性植物， 

耐低温，耐旱，喜干燥，不耐潮湿的空气和土壤；喜中 

性及微碱性土壤，酸性土壤中生长不 良；耐瘠薄，在 

陡坡、山崖及多砾石、土壤肥力差的地区仍生长良 

好。金叶莸的2个亲本在我国均有分布。蒙古莸原 

产蒙古及我国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一带，生长在 

海拔 1 100～1 250 1TI的干旱坡地、沙丘荒野及干旱 

碱质土壤中。兰香草分布于我国江苏、安徽、浙江、 

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及福建等地，多生长于 

较干旱的山坡 、路旁或林缘 J。 

金叶莸叶片金黄色，从展叶初期到落叶终期，从 

基部到穗部，叶片始终一片金黄色，光照越强，呈色 

效果越好，是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彩叶灌木树种。 

目前生产上采用的扦插繁殖成活率不高，繁殖速度 

较慢，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而利用组织培养方法 

进行工厂化繁育种苗不仅能大大提高繁殖系数，还 

可以建立离体无性种质资源库，替代占用大量土地 

面积的种苗圃。国内对金叶莸组培快繁工厂化育苗 

技术研究及应用较少。本文研究了激素种类、浓度 

以及处理方法等因素对金叶莸组培苗诱导作用与影 

响，分析了生根率、平均根数和平均根长的动态变 

化，可为金叶莸组培苗工厂化生产提供相关技术 

参数。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金叶莸新梢于2004年6月采自乌鲁木齐县种 

苗场种苗繁育基地，为 1年生树龄上的当年生嫩枝 ， 

将嫩枝剪成20 cm的小段，用湿润的消毒纱布包好， 

放人专用冰盒中带回备用。 

1．2 方 法 

1．2．1 培养基制备 以MS为基础培养基，各培养 

基中均添加 30 g／L的蔗糖，7．5 g／L的琼脂，培养 

基 pH值在分装前调至 6．2，培养基在分装后放在 

121～123℃的条件下灭菌 20 min。 

1．2．2 外植体的建立与启动培养 取新抽生的未 

木质化的嫩茎作为外植体，从叶柄处剪去叶片，再用 

流水冲洗 1～2 h后，浸泡在无菌水中，移到超净台 

上，在70％的酒精中浸泡30 S，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3 

次，再用 0．1％的氯化汞溶液浸泡8～10 min。期间 

不断震摇，使材料和消毒液充分接触，消毒后用无菌 

水冲洗5～6次，用无菌滤纸吸干水分，将新梢上部、 

中部、下部分别剪成带一个腋芽的茎段，接种到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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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MS+6BA 0．2 mg／L+GA 0．1 mg／L中，每 

瓶接种 1个茎段。上、中、下每个部分各接 1O瓶，共 

重复 3次。然后放在温度 24～26℃，光强 1 800～ 

2 000 lx，光周期为 12--14 h／d【3J。接种 40 d后，调 

查外植体的启动生长状况。 

1．2．3 继代增殖培养 将初培养的健壮瓶苗植株 

切成每段含 1～2个腋芽的茎段，转入不同激素组合 

的增殖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不同培养基各接 

1O瓶，每 1瓶接种 3个茎段，试验共重复 3次。增 

殖培养基以 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细 

胞分裂素(6一BA)和生长素(萘乙酸 NAA)。10 d 

左右可见茎基部膨大，有绿色愈伤组织生成，继续培 

养20 d，该愈伤组织有绿色芽点出现，继续培养绿色 

芽点分化成丛生苗。30 d后调查其生长状况。 

1．2．4 生根培养及驯化移栽 将不同增殖培养基上 

培养的丛生苗单株切下，分别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上诱 

导生根，每1种接 5瓶，每 1瓶接4个单株。生根培 

养基以1／2M$为基本培养基，附 mA0．2 rng／L。 

1．2．5 试管苗的驯化移栽 炼苗移栽。当根系长 

度 0．5～1．0 cm时，将瓶苗放到白天温度 25℃，夜 

间2O℃的变温条件下闭瓶炼苗 10 d左右，移栽前 

3 d开盖炼苗，每天早晚对瓶苗各喷 1次水，以保持 

瓶内足够的湿度。3 d后将试管苗从瓶中取出，用 

清水洗净根上的培养基，用 0．1％的多菌灵蘸根消 

毒后，栽人珍珠岩与泥炭按 4：1混和的基质中。栽 

后适当遮光，定时喷雾保湿，温度保持在 20--22℃。 

待幼苗开始生长后，苗棚的温度可升至25--27℃， 

5 d喷 1次 1／4MS(不含有机物)的营养液。30 d后 

再移人到珍珠岩、园土的配比为 1：4的营养钵中，拱 

棚覆膜保湿遮荫，14 d后即可成苗。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在培养基上的诱导分化 

试验证明，同一新梢不同部位的外植体在同样 

的培养条件下其芽的分化率明显不同(表 1)，上部 1 
～ 4节腋芽分化率仅有 1O％，外植体萌发后芽长得 

比较细弱。而中部 5～1O节腋芽的分化率为 87％， 

同时茎芽分化的速度快，两周后便可见有腋芽萌发， 

萌发出的芽生长能力较强，能形成完整健壮的植株。 

下部分腋芽分化率 40％，而且污染率较高。茎芽虽 

然能分化，但只能分化出叶片和顶芽，不能形成植 

株。因此，在取材时宜截取新梢中部 5～1O节的组 

织充实但未木质化的茎段作为外植体，较容易获得 

健壮的无菌苗。 

表 1 不同部位外植体的诱导效果 

Tab．1 Induced results of the explants of different organs 

表2 不同激素组合对茎芽的诱导效果 

Tab．2 Induced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 incretions to stem eye 

组别 坠  ／( ·L一 ) 分化芽／个 增殖倍数 平均苗高／cm 生长势 

2．5 4．0 

3．5 3．0 

2．5 7．0 

1．0 5．9 

6．5 7．4 

7，5 6．2 

0 0 

3．O + + 

4．2 + + 

5．6 + + 

12 + + + 

1．6 + 

1．2 20％玻璃化 

0 外植体玻璃化 

注：生长势系列中，+：每株干径 0．5--0．8 mm；++：每株干径 1．0～1．5 mm；+++：每株干径 1．2～1．6 n1m 

2．2 不同激素组合对茎芽的诱导效果 

从表 2可以看出，当细胞分裂素 BA的使用浓 

度范围在 0．2～0．8 mg／L时苗木的生长正常，在 

1．0 mg／L时分化出的丛生芽中有 20％的苗木呈现 

变异状态，叶片畸形，呈现玻璃化现象，当 BA浓度 

为 2．0 mg／L时外植体 100％玻璃化，试验说明玻璃 

化现象是由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引起的。当BA 

0．8 mg／L，NAA 0．1 mg／L时愈伤组织的分化率较 

高，丛生芽点数 6．5个，苗高 1．6 cm，苗木生长一 

般。当BA 0．6 mg／L，IBA 0．1 mg／L时，愈伤组织 

0  0  0  m 0 o 0 0 0 

m =兮 ∞ m m m 

，

2  4  5  6  8  O  0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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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丛生芽点数是 1，苗高 12 cm，幼苗生长粗壮。 

当BA 0．5 mg／L，IBA 0．05 mg／L。NAA 0．05 mg／L 

时，愈伤组织上的丛生芽点数虽然只有 3．5，但苗木 

的增殖倍数达到最大为 14，且苗长势较好。从以上 

茎芽的生长情况来看，茎芽对 IBA与 NAA的刺激 

反应明显不同，茎芽在 IBA作用下不能诱导分化丛 

生芽却能促进茎芽单轴生长。在 NAA的作用下能 

诱导茎芽产生丛生芽，但抑制了丛生芽的生长。当 

NAA和IBA进行配合使用时，芽的分化和幼苗的 

生长都得到了加强，增殖率也达到了最大[4J。综合 

以上因素，在继代培养的过程中，培养基Ⅳ既能加快 

增殖速度又能保证幼苗质量，可作为增值的最佳培 

养基。 

2．3 苗木质量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将增殖培养基Ⅱ，Ⅲ，Ⅳ，V，Ⅵ，Ⅶ获得的丛生 

苗单株切下接人生根培养基，调查其生长状况，调查 

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5)组在第 10 d，生根率达到 

了84％，(4)组生根率只有 20％。原因是(5)组转接 

的幼苗全部是茎尖，(4)组培转接的外植体大部分是 

茎段。试验证明，该植物的茎尖生根速度和质量明 

显优于茎段，而且生根数较多。因此，在工厂化生产 

中，采用培养基(Ⅵ)中培养的丛生苗茎尖进行生根， 

可以加快繁殖速度降低生产成本[5J。 

表3 不同质量幼苗对生根的影响 

Tab．3 Effect of seedlings with different 

qualities to rootability 

2．4 苗木质量对移栽的影响 

将(Ⅵ)中培养的丛生苗转接人培养基(1)、(2)、 

(3)，15 d后调查苗木的生长状况，30 d调查苗木的 

移栽成活率(表 4)。 

表 4 30 d后苗木移栽成活率 

Tab．4 Survival ratio of seedlings after planted for 30 days 

(1)1／2 MS+IBA 0．2 rag／L；(2)MS+IBA 0．2 mg／L；(3)1／2 MS+IBA 0．2 rag／L+PP333 4 mg／L 

由表 4得知，培养基中营养元素的含量对幼苗 

的生根和生长影响差异不显著。由于该植物喜干 

旱，在高温高湿的封闭条件下，幼苗生长速度非常 

快，出现茎节较长，组织不充实，叶片薄呈淡黄绿色 

等徒长现象，栽前平均苗高在6．0 cm以上，栽后苗 

木极易倒伏感病死亡，移栽成活率只有 58％～ 

62％。根据资料报道，将多效挫加到生根培养基中 

可以使试管苗的素质得到较大的改善，移栽后成活 

率显著提高。试验证明，培养基中加人 PP3 后，幼 

苗生根正常，茎节短粗，叶片浓绿色，栽前平均苗高 

3．5 cm，移栽成活率达 95％。 

3 结 论 

优良的快繁体系是利用组织培养实现工厂化育 

苗的保障，在组织培养中无菌苗的建立是组培快繁 

的基础，而外植体的快速启动是再生体系建立的关 

键，同一新梢上的腋芽其生理年龄不同，启动效果也 

不同。试验证明，金叶莸新梢中部腋芽的启动效果 

优于其它部位。在许多植物的快繁中，为了得到较 

高的繁殖率，常采用丛生芽进行继代繁殖，在本试验 

中增殖后期形成的丛生芽趋于弱化，弱化的枝芽在 

生根培养中反应差，并且影响以后的移栽成活率，不 

能达到工厂化育苗的各项综合指标，而在培养基 

MS+6BA 0．5 mg／L+NAA 0．05 mg／L+IBA 0．05 

mg／L中培养的单轴生长的幼苗，用茎段进行继代 

培养，嫩茎具有较大的茎高和茎粗，有效芽苗率可达 

到 100％。 

组培苗的生根过程是受许多因子影响的生理生 

化过程，这些因子包括遗传因子、生理年龄、幼苗所 

含的可溶性生长素等。特别是带茎尖的茎段，生理 

年龄较小，形成层分化能力强，茎尖形成生长素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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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快。因此，金叶莸组培苗在生根前，用培养基 MS 

+6BA 0．8 mg／L+NAA 0．1 mg／L培养后分化出 

丛生苗再进行生根，其幼苗生根效果较好。 

移栽驯化是工厂化育苗能否成功的关键，优质 

的苗木是移栽成活的关键，因此在苗木生根培养时 

采用矮壮素控制了苗木的高度促使苗木健壮，提高 

移栽成活率，达到了工厂化育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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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apid Culture of Caryopteris clandonensis 

GONG Li。ping， WANG Rong， YAN G Gui-quan， ZHANG Jin-zhi 

(Xinjiang College of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Technology，Changji 831100，Xinjiang，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effects of 6。BA and NAA combinations of different organs an d different concen- 

trations on the rapid culture of Caryopteris clandonensis are lucubra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rmination 

an d roo tability of the middle section of newly。growing twigs are the highest；the inducing ratio is higher than 

85％ ；MS + 6。BA 0．5 mg／L + NAA 0．5 mg／L is the optimal successive transfer culture medium，and the 

germ ination and rootability of the twigs of Ca ryopteris clandonensis are high． The rootability of stem apex 

seedlings is high during rooting．and the rooting ratio of stem apex seedlings can be up to 85％ in short time． 

Short but strong seedlings can be cultured in PP333，thus，the survival ratio of the seedlings of Ca ryopteris 

clandonensis can be increased． 

Key words： Ca ryopteris clandonensis；rapid culture；6-BA；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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