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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紫罗兰组培技术研究 

何家涛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湖北 襄樊 441021) 

摘 要：以非洲紫罗兰幼嫩叶片为外植体，用 MS作基本培养基 ，添加不同浓度 BA、NAA、GA等探讨对其愈伤组织诱导 、不定芽 

分化、继代增殖及不定根形成的影响，并筛选了适宜的激素水平范围。试验表明：采 MS+0．1～2．0 mg／L 6-BA+0．01-0．5 mg／L 

NAA培养基，愈伤诱导率在20％I)2上；采用 MS+0．1—1．0 mg／L 6-BA+0．0120．5 mg／L NAA+0．1-1．0 nc／L GA培养基对芽的生长及 

增殖效果好，并提出GA具有提高不定芽长势和成苗率的作用；采用 1／2MS+0．】一0．5 mg／T NAA或 0．1 mg／L IBA或 0．1~0．5 ms／L 

IAA，20d内生根率可达97％1；2上。在腐叶土：珍珠岩=5：3的基质中驯苗，成活率可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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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of tpaulia lonatha Wendl 

HE Jia—tao 

(Department ofBiologicalEngineering．XiangFanVocational andTechnical College，XiangFan，Hubei44102l，China) 

Abstract： With saintpaulia ionatha wendl leaflet as explants and MS as basic culture medium， multiplication cultivation and culturing 

seedings of saintpaulia ionatha wendl were tested in 6-BA、NAA、GA at different density．While MS+0．1-2．0 mg／L BA+0．01～0．5 ms／L 

NAA were applied as culture medium．the rate is greater than 20％．In MS+0．1~1．0 mg／L 6-BA+0．01~0．5 mg／L NAA+0．1～1．0 ms／L GA 

medium，it had good multiplication effect and growth of sprouts．GA promoted indefinite bud growth and seeding rate．With medium of 1／ 

2MS+0．1~0．5 mg／LNAA or0．1 ms／LIBA Or0．1~0．5 mg／L IAA makesthe rooting rate of97％ in 20 days：the survival rate would exceed 

90％ when the sprout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5：3 humus soil and perlite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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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紫罗兰(Satntpauliaionanthawend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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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簇生，花色艳丽， 

有蓝、白、粉红等色，花期 2-3个月，较耐阴 ，株型小 

而美观，原产非洲，品种繁多，现各地广泛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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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满足生产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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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对非洲紫罗兰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引进的非 

洲紫罗兰品种进行了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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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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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的幼嫩叶片做外植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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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表面灭菌 将幼叶用饱和洗涤液浸泡 5— 

10min，用自来水冲洗 10—15 min，除去表面污物，然 

后在无菌状态下用 70％酒精浸泡 20 S，无菌水冲洗 

1次，再用 0．1％AgC1 浸泡 5N6 min，最后用无菌水 

冲洗 4~5次，每次 1～2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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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BA(0．1，0．5，1．0，2．0，3．0 

mg／L)和 NAA(0．O1，0．1，0．5，1．0 mg／L)，共 20个不 

同浓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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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1．0 mg／L)、IBA(0．1，0．5，1．0 mg／L)、I— 

AA(0．1，O．5，1．0 mg／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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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蔗糖，生根培养基中 

均附加 2．0％蔗糖，琼脂0．7％，pH5．8。培养条件：温度 

(24±1)℃，光照 l 5o0～2 o00 lx，光照时间 12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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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菌条件下，将经表面灭菌的嫩叶切成 3～5 

ml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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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化培养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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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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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激素以 

6一BA 0．1—2．0 mg／L和 NAA0．01-0．5 mg／L组合叶片 

外植体愈伤组织与不定芽诱导率较高(表 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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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表中数据分化率：分化出愈伤与不定芽的外植 

体／接种外植体总数xl00；( 分化率为各处理外植体培养 50 

d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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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的小方块接种于愈伤 

分化率高于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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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中数据增殖率为继代培养 30 d后不定芽总数／ 

外植体块数；②成苗率为成苗数／分化芽点~xl00；( “+”表 

示增殖率 l0倍以下、成苗率80％以上；“++”表示增殖率 10- 

l5倍间、成苗率60％～80％问；“+++”表示增殖率 l5倍 以上、 

成苗率 6O％以下 

(表 2)表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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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时芽多呈芽点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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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BA浓度较低 (0．5-1．0 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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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g／L)， 

丛芽不明显，但成苗率高。而 NAA浓度较高水平(> 

O．5 mg／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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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0 mg／L BA+0．01～0．5 mg／L N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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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我发现在增殖培养基 MS+0．1—1．0 mg／L 

BA+0．01 0．5 mg／LNAA中附加 0．1一1．0mg／LGA，可 

使丛芽较稀疏，有利于继代增殖中的分割，且对增殖 

率影响不大，对芽的长势具有促进作用。 

2．3不 同激素种莫与水平对不定根分化的影响 

将 3-4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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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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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紫罗兰易生根，在 

1／2MS中附加 0．1～0．5 ms／L NAA或 0．1 ms／L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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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P表示须根量少；“++”表示须根量较多；“+++”表示须根量多。 

或 0．1~0．5 mg／L IAA生根率均较高，且生长健壮，自 

然均匀。 

2．4试管苗的驯化与移栽 

将具 4—5片叶生根幼苗根上的培养基洗净，用 

8oo一1 Ooo倍百菌清浸泡 1-2 min，栽植于腐叶土：珍 

珠岩5：3的基质中，移至驯苗室中，保持适宜温、湿 

度，调节适宜光照强度，其成活率可达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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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加0。1~2。0 mg／L 6一BA和 0．01~0．5mg／L NAA，分化 

率在 20％以上，继代增殖适宜培养基为 MS附加 

0．1—1．0 mg／L 6一BA、O．0l一0．5 mg／L NAA和 0．1—1．0 

mg／L GA，增殖率与成苗率均较高，试管苗质量好。 

GA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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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 0．1～0．5 mg／L NAA或 

O．1 mg／L IBA或 0．1—0．5 mg／L IAA，生根率可达 

97％以上，根生长势旺、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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