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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花叶片的组织培养 

吴连松 ，陈桂信 

(1．福建省泉州市农业学校 362000；2．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 

摘 要：以长寿花试管苗叶片为外植体，对不定芽的诱导、芽苗的继代增殖、生根及移苗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初代培养诱导不定芽的最适培养基为MS+6一BA 1．0 mg／L+NAA 0．1 mg／L，芽 

苗继代增殖的最适培养基为MS+6一BA 1．0 mg／L+NAA 0．1 mg／L+IAA 1．0 mg／L，无根苗生根 

的最适培养基为 1／2 MS+IBA 0．5 mg／L，试管苗移栽的成活率达8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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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花又名矮生伽蓝菜或寿星花，属景天科伽 

蓝菜属多年生多浆类花卉植物，原产非洲马达加斯 

加，耐寒、耐旱，适应性强，可作室内盆栽和花坛 

用花。长寿花属典型的短 日照植物，可通过调整 日 

照时间来控制其花期，达到周年开花的目的；同时 

其叶片深厚多汁、色泽鲜艳，在低温和光线较强 

时，常出现泛红色，因此长寿花既可观花又可观 

叶，是一种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两用花卉，市场前 

景看好。 

长寿花常采用带腋芽茎段和带叶柄的叶片进行 

扦插繁殖，但繁殖系数低、速度慢，组织培养不但 

可以大大提高繁殖系数，而且植株株型好、分枝 

多、节间短、开花多。前人以带腋芽茎段、节问、 

茎尖、嫩叶为外植体，对长寿花的快速繁殖进行初 

步研究 j。本试验以试管苗嫩叶为外植体，对长 

寿花的离体快繁进行初步研究，以期为长寿花的遗 

传转化和工厂化育苗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长寿花的试管苗由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生物工程 

研究所提供。 

1．2 方法 

1．2．1 培养基设计 初代培养：@MS十6一BA 0．5 

mg／L(下同) +NAA 0．1，②MS+6一BA 0．5+ 

NAA 0．5，@MS+6一BA 1．0+NAA 0．1，( MS+ 

6一BA 1．0+NAA 0．5，⑤MS+6一BA 2．0+NAA 

0．1，@MS+6一BA 2．0+NAA 0．5；增殖培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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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6一BA 1．0+NAA 0．1，⑥MS+6一BA 1．0+ 

NAA 0．1+IAA 0．5，⑨MS+6一BA 1．0+NAA 0．1 

+IAA 1．0，⑩MS+6一BA 1．0+NAA 0．1+IAA 

2．0；生根培养：⑩1／2MS+IBA 0．5，⑩1／2MS+ 

IBA 1．0，⑩1／2MS+IBA 2．0。以上培养基pH均为 

5．8、琼脂 0．8％、蔗糖 3％。 

1．2．2 初代培养 取 40日龄的试管苗叶片，剪成 

2．5～3．0 cm 的切块，放到无菌水中浸泡，然后逐 
一 挑出，在无菌滤纸上吸干水分后接种到不同组合 

的培养基上，培养温度为 (25±2)℃，光照强度为 

1000～2000 lx，光照时间为 8～10 h／d。每隔 3～5 

d观察记载 1次。 

1．2．3 继代增殖与生根培养 取初代培养无根苗 

带腋芽茎段，分别接种到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 

的增殖培养基上，每7 d观察 1次，记载芽苗的生 

长和增殖状况。取继代增殖的无根苗，接种到生根 

培养基上，每 3～5 d观察根的诱导和生长状况。 

1．2．4 试管苗移栽 当长根的试管苗高度约 3．0 

cm时，整瓶移出培养室，置于室温阴凉处7 d，揭 

开瓶盖，再放置 7 d，将试管苗取出，用 自来水轻 

轻洗去琼脂，移栽到经高压灭菌过的基质 ( 屑： 

炭土=1：1)中，用无菌水浇透基质，用半透明的 

塑料袋 (上面刺有小孔)罩在苗的上方，以保持较 

高的相对湿度，室温下放置，移栽后每5～l0 d统 

计成活率，15 d后揭开塑料罩，成活的幼苗用稀释 

10倍的 MS大量元素母液浇施，以保证芽苗的健壮 

生长。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初代培养的影响 

接种18 d后，外植体在切块边缘开始膨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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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淡绿色的愈伤组织，并呈疏松的颗粒状；接种35 

d后愈伤组织表面出现绿色芽点；50 d后大部分的 

愈伤组织开始分化出0．2～0．5 em的不定芽，有部 

分叶片在切口处直接产生不定芽。 

表 l为接种80 d后的统计结果。由表 l可知， 

当NAA含量一定时，不定芽的诱导率随6一BA含 

量的增加而增大；当6一BA含量一定时，不定芽的 

诱导率随着 NAA含量增加而降低。在培养过程中 

还发现，当 NAA 0．1 mg／L、6一BA 2．0 mg／L时， 

虽然不定芽的诱导率最高，但大部分芽苗出现玻璃 

化现象；当 NAA 0．5 mg／L、6一BA 2．0 mg／L时， 

分化出的不定芽形态明显异常，芽弱小，不饱满， 

由此长成的植株基部出现愈伤化，节间极短，叶片 

排列呈 莲座状，且 出现弯 曲畸形；当 NAA 0．1 

mg／L、6一BA 1．0 mg／L时，不仅不定芽的诱导率 

较高，而且芽苗生长健壮。因此，初代培养的最适 

培养基为 MS+6一BA 1．0+NAA 0．1。 

表 1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配比对长寿花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 不 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K 

2．2 不同IAA含量对芽苗继代增殖的影响 

在最适初代培养基 MS+6一BA 1．0+NAA 0．1 

的基础上，添加不同含量的IAA，研究其对芽苗继 

代增殖的影响。结果 (表2)表明，添加IAA可提 

高芽苗的增殖系数，且增殖系数随 IAA含量增加而 

升高，其中以 IAA 1．0 mg／L的增殖系数最高，达 

9．2，且芽苗生长健壮；当 IAA含量提高到 2．0 

mg／L时，芽苗的增殖率反而降低，芽苗生长瘦弱， 

有部分芽苗甚至产生愈伤化现象。因此，长寿花芽 

苗继代增殖的最适培养基为 MS+6一BA 1．0+NAA 

0．1+IAA 1．0。 

2．3 不同 IBA含量对无根苗生根的影响 

将继代增殖的无根苗切下，转人生根培养基 

中。由表3可知，IBA对根的诱导与植株生长状况 

均有较大影响；当 IBA含量在 0～0．5 mg／L时，根 

表 2 不同IAA含量对芽苗继代增殖的影响 

的诱导率随 IBA含量升高而增大，其中以 IBA 0．5 

mg／L时根的诱导率最高，达96．8％，且植株生长 

健壮；而当 IBA提高到 1．0 mg／L时，根的诱导率 

反而下降，植株长势减弱，且有部分植株出现愈伤 

化。说明在 1／2MS培养基中加入适量 IBA (≤0．5 

mg／L)可以促进生根，IBA含量太高则会抑制根和 

植株的生长。 

表 3 不同IBA含量对无根苗生根的影响 

培养基( IB A 生 数专 根与植株的生长状况 

3 生根苗的炼苗和移栽 

试管苗移栽 20 d左右，成活率可达 85．0％。 

移苗成功的关键在于最初15 d内应加强保湿，白天 

温度应控制在 25℃左右，夜间 15～18~C，同时在 

移苗7 d后，应加强光照，这样有助于提高试管苗 

移栽的成活率和植株的长势。 

4 小结与讨论 

4．1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配比与芽苗分化和增殖的 

关 系 

植物器官的分化受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比值高 

低及绝对量多少的调控，当比值大于 1．0时，有利 

于长芽；比值等于 1．0时，有利于诱导愈伤组织； 

比值小于 1．0时，则有利于长根 J。在本试验中， 

初代培养各培养基的6一BA／NAA比值均大于 1．0， 

有利于促进愈伤组织分化不定芽或直接从叶片分化 

不定芽，其中以6一BA 1．0 mg／L、NAA 0．1 mg／L 

时 (6一BA／NAA比值为 1O)，不定芽的诱导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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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到85．7％；但6一BA的绝对量及与NAA的 

比值过高，即 6一BA 2．0 mg／L、NAA 0．1 mg／L时 

(6一BA／NAA比值为20)，对不定芽的诱导有抑制 

作用，甚至出现芽苗生长发育异常。 

黄学林等r 研究认为，植物离体培养材料经过 

多次继代后，逐渐失去对外源生长物质的依赖，即 

外源生长物质对离体培养具有驯化作用。因此，在 

芽苗继代培养中，适当降低外源生长物质的绝对量 

或降低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值，有利于芽苗的 

增殖。本试验继代培养是在最适初代培养基的基础 

上，添加不同种类适宜含量的生长素以降低细胞分 

裂素与生长素的比值，来实现芽苗的增殖。添加不 

同含量的IAA来提高芽苗的增殖系数。最适增殖培 

养基为 MS+6一BA 1．0+NAA 0．1+IAA 1．0，其中 

6一BA／NAA比值为 l0，不仅诱导率最高，而且增 

殖系数也最高。 

4．2 培养过程中芽苗的愈伤化和玻璃化问题 

芽苗的愈伤化是植物离体快繁过程中经常出现 

的问题，它会大大降低芽苗移栽的成活率。在本试 

验的初代培养和生根培养中均出现愈伤化现象。黄 

学林等 研究认为，愈伤化苗根部输导组织与苗上 

部的输导组织被愈伤组织隔离，无法形成正常的根 

茎，从而导致移苗的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培 

养材料太幼嫩、培养基中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水平太 

高 (尤其是生长素水平太高)等原因所致。本试验 

初代培养中芽苗的愈伤化主要出现在高生长素水平 

的培养基上，在低生长素水平的培养基上的芽苗生 

长正常；而在继代增殖中用幼嫩的芽苗作材料进行 

扩繁，也出现类似的结果。因此，本试验芽苗的愈 

伤化主要是由于培养基中生长素水平太高引起的。 

玻璃苗很难移栽成活，给离体快繁带来极大的 

损失。 卜学贤等 研究认为，试管苗的玻璃化，主 

要是由于培养基中的细胞分裂素水平太高，碳源、 

琼脂含量太低，容器过分密闭等原因所造成。从本 

试验结果看，玻璃化苗只出现在高水平细胞分裂素 

的培养基上，因此可能是由于培养基中的细胞分裂 

素水平太高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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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全方位拓展龙眼销售渠道 

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目前集美区的龙眼种植面积约 

在1333 hm 以上，总产量超过5000 t，创历年新高。 

龙眼作为集美区主栽水果，近几年，区政府从财政拨 

出专款，扶持龙眼种植大户进行高接换种，并从海南、台 

湾等地引进优 良龙眼单株和接穗，示范推广凤梨穗、松风 

本、八一早和洪村早等名优良种，先后创建双岭千亩优质 

龙眼生产基地和坂头万亩优质龙 眼生产基地 等。特别是 

2008年以来，经科学指导和精心管理，优质龙眼获得丰产 

且呈现果大味美、色泽好等特点，有的提前试销即被消费 

者看好。 

龙眼生产销售状况直接关 系到广大果农 的切身利益， 

不仅受果农关注，同时也被政府所重视。集美区一方面成 

立龙眼销售认定组织，选派区、镇农业干部深入果园和龙 

眼交易市场，帮助果农牵线搭桥；另一方面组织辖 区专业 

销售人员和70多家营销大户组成专门的促销队伍，帮助果 

农联系客户。同时区农业、电力、工商、交通，以及农产 

品检疫、信息服务等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创造一个良好、 

宽松的销售环境。 

此外，集美区及时公布辖 区主要龙眼种植大户与收购 

商 (包括鲜销户、制作罐头或焙干户)名单及联系方式， 

还在所属的灌口、后溪等片区设立6个大型、综合的龙眼 

焙干加工基地，扶持果品加工企业并帮助完善设备设施， 

充分调动加工企业生产积极性。全方位、多渠道的龙眼销 

售格局，力保龙眼增产，果品增效，农民增收。 

(厦门市集美区吴会明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