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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凤尾兰的脱毒及组培快繁 

胡军荣 

(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江苏徐,Jq、i 221006) 

摘要 金边凤尾 兰易受病毒侵染而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 ，用脱毒与快繁技术可以获得无毒苗，提 高产量和品质。对金边凤尾兰的脱毒 

和组培快繁技术的主要过程开展 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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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凤尾兰为百合科丝兰属凤尾兰的一个园艺品种 ， 

是观赏价值极高的常绿灌木。常年浓绿，数株成丛，高低不 
一

。开花时花茎高耸挺立 ，繁多的白花下垂 ，姿态优美 ，可布 

置在花坛 中心、池畔、台坡和建筑物附近 ，原产北美东南部 ， 

我国各地均有栽培 。由于其叶片金边和 巨大 的花序 十分 引 

入注目，且生长势强健，栽培要求不高，很受人们欢迎，是优 

良的常绿、彩叶绿化树种。目前金边凤尾兰生产上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病毒造成的品种退化 ，使产量降低 、植株矮化 ，大 

大降低了商品价值 。金边凤尾兰常见 的繁殖方式有扦插或 

分株繁殖等，繁殖系数低 ，费时长 ，且金边性状易消 失，影响 

观赏质量 。采用组织培 养能有效保留金边性状 ，达 到快速 

繁殖的目的。因此，用脱毒与组培快繁技术提高产量、改善 

品质就成为金边凤尾兰栽培取得高经济效益的关键 。 

1 茎尖培养脱毒 

侵染金边凤尾兰的病毒主要有金边凤尾兰褪绿斑驳病 

毒 、皱叶病毒等。一般带毒植株在 35~38qC条件下种植 2个 

月，经高温热处理，就能使病毒失去活性。为了彻底消除病 

毒 ，可将植株栽培在热处理条件 下，处理一段时间后 ，再采 

取其茎尖进行离体培养 ，这样脱毒效果更好 。 

1．1 材料选择及消毒 

金边凤尾兰外植体材料要选择品种优 良、生长健壮 、无 

病虫害 的植株 。截取带叶茎干 ，逐层剥 去叶片 ，然后切 留 

2cm带顶茎段 ，用洗涤液或洗衣粉液充分洗涤 ，再用清水反 

复冲洗 ，置 于超净 台上放 入 0．1％的升 汞溶 液 内消 毒 8～ 

10min，取 出后用无菌水冲洗 3～5次。消 毒及 冲洗过程 中要 

不断摇动 ，使药剂充分接触 ，消毒彻底 。 

1．2 剥取 茎尖 

带顶茎段消毒后 ．放在 无菌纸上吸干水分 ，在超净台无 

菌条件下 ，用镊子及解剖刀剥去嫩叶，露出生长锥。移入 25～ 

50倍解剖镜下 ．用刀尖切下 0-3~o．5mm 的生长点 ，并带 1~2 

个叶原基 ，迅速接种到培养基上 ，防止茎尖脱水 。接种时应 

使茎尖向上 ．不能倒置。茎尖剥离的大小是脱毒效果的关键 

技术 。茎尖剥离越小 ，脱除病毒的效果越好 ，但接种不易成 

活 ；茎尖剥离得越大 ，接种成活率越高 ，但脱除病毒的效果 

差。 

1．3 结合热处理脱毒茎尖培养 

将带毒植株进行盆栽 ，放入人工控 制箱内经 38~40qC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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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处理 6～8周 ，采切 0，5mm大小的茎尖培养，脱除褪绿斑驳 

病毒、皱叶病毒等。结合经高温热处理和茎尖培养脱除病毒， 

操作简便 ，容易掌握 ，脱毒效果好 ，茎尖培养成活率高。 

1．4 无毒茎尖的培养 

将剥取的茎尖在 MS+6一BA 1，0mg／L+NAA 0．1mg／L+ 

蔗糖 3％+琼脂 0．6％，pH值 5．8的培养基上培养，培养温度 

控制在 25±1℃，光照强度为 1 000"-'2 000Lx．每天光照 10～ 

12b，室内相对湿度控制在60％'--70％。光照过强时。叶片容易 

失水而黄化。培养试管内空气湿度大，有利金边凤尾兰生 

长。一般培 养 4d后开始出现愈伤组织 ，6d后在切 口处长出 

淡黄不透明的愈伤组织块 ，经 1周左右的培养 ，即可观察到 

茎尖形成约 2~3mm 的小芽点 ，随后芽点转绿膨大 ，2周时可 

见到萌发出多个绿芽；25d后 ，绿芽逐渐抽茎长叶 ：培养 1个 

月左右时 ，株高可达 2cm。 

1．S 无病毒苗的鉴定 

当茎尖培养达 到一定数量 后 ，取出部分作严格 的病毒 

检测 。用抗血清法 、电子显微镜检 测法 、ELISA法或指示植 

物法进行病毒的鉴定，以确保脱毒后的试管苗不含病毒。 

2 快速繁殖 

2．1 继代增殖 

经鉴定合格后 ，可继代扩大增殖。金边凤尾兰的继代增 

殖以茎段增殖或丛生芽增殖，这种方式繁殖速度快、增殖倍 

数高 、种性变异小 、成苗率高。继代培养与茎尖分化采用相 

同的培养基 MS+6一BA 1．0mg／L+NAA 0．1mg／L+蔗糖 3％+ 

琼脂0．6％，pH值 5．8，培养温度 25+1℃，光照强度 2 000～ 

3 000Lx，每天光照 14~16h，能分化大量 不定芽 ，形成 无根 

苗 。当培养基颜色逐渐变暗灰色 ，不定芽发生转移后 ，应转 

移到新的培养基上 。25d后 ，每个芽周围又可长出 2～3个不 

定芽 ，60d长成 2~3cm 的丛状芽 ，此时即可切下来再进行继 

代培养 。以后 每 25d可继代增殖 1次 ，反复进行继代增殖 ， 

就能在较短时间内繁殖出大量嫩芽 。 

2．2 生根培养 

金边凤尾兰需经生根培 养后，才能移栽。当增殖培养过 

程 中所产生的不定芽长至 2~3cm高以上时 ，可将其在无菌 

条件下从基部切割下来 ，然后转接到生根培养基上以诱导 

生根。生根培养基成分为 1／2MS+NAA 0．2mg／L+蔗糖 3％+ 

琼脂 0．6％+活性炭 0．3％。1周届 ，嫩茎基部形成愈伤组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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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方向没有规律。 

6．4 浇水追肥 

浇水应看苗、看天、看地，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以早晚 

为好 ，出苗期可用机动喷雾器进行洒水 ，中期浇水可侧方渗 

灌 ；后期和越冬前灌水可直接进行苗木漫灌。幼苗既需水 ， 

更怕涝 ，在阴天多雨季节 ，注意从步道中排水 ，防止立枯病 

发生。云杉苗当年高生长不大 (1．5cm左右 )，追肥要少 ，生长 

中期只追肥 1次，施尿素 45kg／hm2。 

6．5 越冬管理 

青藏高原属于荒漠气候，高寒干旱，尤其冬春少雪多风， 

蒸发量大 ，幼苗极易发生生理干旱。但 浇水过多而不覆盖 ， 

温度 日变幅又大，容易发生冬拔。故在 10月下旬可一次性 

灌足冬水 ，待床面刚结冻时，可用麦草覆盖 ，厚度在 20cm以 

上，盖实压严 ，防止风吹干旱 ，经常查检，待翌年 4月初揭去 

覆盖 ，对于晚霜的危害可用浇水的方法减免。 

7 留床苗管理 

留床苗根据不同的生长期、不同的环节，采取不同的管 

理方法。 

7．1 生长初期 

从根系生长开始至顶芽鳞脱落高生长开始之前 ，时间 

在 4月中下旬。此期土壤逐渐解冻，根尖露白，开始伸长 ，但 

底层土壤仍然处于半解冻状态 ．根系吸收不到充足 的养分 

和水分 ，地上部分 已开始蒸发 ，影响高生长和持续 时间。主 

要管理措施是及时灌水并结合追肥，然后立即松土，以提高 

土壤温度。追肥以氮、磷混合为宜，施氮磷肥各 45kg／hm ，追 

施 1～2次。 

7．2 高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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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2~3周生根。 

23 移栽与管理 

待组培苗在瓶内培养形成大量完整的根系时 ，即可炼 

苗移栽。将培养瓶由培养室转移到普通房间中，打开瓶盖， 

置室温和自然光照下炼苗 3~5d．使幼苗逐渐适应外界环境 

条件 。移栽时可先往瓶 中加少量清水 ，并摇动培养基 ，然后 

用镊子把苗轻轻取出 ，洗去根部带的培 养基 ，以防杂菌滋 

生 ，再栽植于经过干热灭菌处理 的蛭石内，栽后浇足水 ，盘 

从顶芽生长到高生长下降为止。这个时期时间较短 ，只 

有 1个月左右 ，但苗高的生长 占全年高生长的 80％以上。这 

个时期应及时灌水 ，保持床面湿润 ，进行根外追肥 1~2次 ， 

以氮肥为主，施氮肥 9okg／hm ，促进高生长和延长高生长的 

时间。 ， 

7-3 根生长期 

从高生长下降到最高气温 出现期为止。根生长 虽比高 

生长出现早，但高峰较高生长迟出现。此期土壤温度高有利 

于有机质 的分解和根的活动。适 当浇水 ，调节土壤湿度 ，及 

时松土 ，使 土壤透气性 良好 ，为促进根系生长 ，应施磷肥 1 

次 ，施 60kg／hm0。 

7．4 生长末期 

秋初气温逐渐下降 ，根系又一次再生长。顶芽封顶直至 

土壤结冻。此期一般雨水较多可不灌水，追钾肥 1~2次，适 

当混合磷肥 ，施 60kg／hm2．使苗木充分木质化增加干物质重 

量 ，以利越冬。 

7．5 越冬管理 

冬季寒冷 ，风大干旱 ，容易使苗木风干 ，因此在土壤开 

始结冻前灌足水 ，待结冻时将苗木用苔藓覆盖 ，厚 20cm,翌 

年春 4月初 ，分 2次揭去 ，三年生以上苗木越冬时即可不加 

覆盖。 

7．6 换床移植 

实践证明，移植苗比播种苗生长快而且健壮，根系发达： 

上山成活率高 ，同时 ，宽幅密播苗如果不移植不间苗 ，第 3 

年分化明显 ，必然影响生长 ，形成大量废苗 ；如果间苗 ，浪费 

很大。因此 ，二年生苗进行换床定植 ，按株行 距 5cm~lOcm 

定苗 150万株／hm 左右。 

上用塑料薄膜罩严 ，以减少水分蒸发 。5d后逐渐揭膜见光 ， 

及时通风换气 ，定期喷药 ，防止有害菌类的污染 ，提 高试管 

苗的成活率。为了预防真菌或细菌引起的病害 ，也可将苗用 

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1~2rain，稍晾干后栽植。基质湿度是根系 

成活的关键 ，移栽时应注意严格控制基质的水分，既要保持 

基质湿润 ，又要防止水分过多造成烂苗。移栽初期幼苗有转 

黄现象 ，这是因为初期不适应所致 ，并不影响成活率 。经 2 

周的过渡，植株又恢复生长，叶片逐渐转绿。当抽出新叶时， 

便可移植于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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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这种居住小区空间环境丰富 ，通风 、视野 、朝向均较 

好 ，而且还有一个可用来着意刻化 的大空间，有利于对其配 

景予以创造 。 

居住小区的道路布置．改变以往“横平竖直”的规划模 

式 ，大胆采用以典代直的规划方法 ，创造出“虽由人做，宛 自 

天开”的自然环境来。比如 ，意大利某居住小区用地29．5hm2． 

道路采用逐级由宽到窄的树枝状道路网，建筑的布置完全 

摒弃了行列式规划方式，而用房屋的朝向仍保证了住户良 

好的 日照条件。由于住宅独特的规划布置，使住宅全部为三 

层的建筑群体 ，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效果。又如 ，我国安徽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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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小别墅区，占地 3hm ，整个居住小区内的道路均采用 曲 

线布置，住宅间的小道也曲线连接 ，塑造成田园风景 式的居 

住环境。 

总之 ，要建设富有特点和具有新颖 的居住空 间环境的 

居住小区是完全可能的 ．只要我们每个设计 者在规划设计 

上搞创作，不拘泥于教条，不难设计出具有特色的与周围环 

境协调适合人们居住心理的居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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