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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非洲萄幼嫩花托为外植体，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 6．BA、IBA、GA等进行愈伤组织诱导、不 

定芽分化、照代增殖、生根培养和过渡炼苗。试验表明：采用MS+6-BA 2．O ．0 meCX(单住下同)+IBA0．2争Ol5培养基。 

愈伤诱导率在 6O％以上：采用MS+6一BA4．0+IBA0．25+GA0．5,,-2．0培养基对不定芽的生长度增殖效果好。增殖率可达 

13．5；采用 1／2MS+NAA0．1或 IBA0．1-．．0．5或 IAA0．5~1．0培养基，20 d生根率达 100％；在蛭石：珍珠岩：泥炭--1：1：1基质 

中驯苗。成活率可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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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Gerbera iamesonii Bolus)又名扶郎花。为菊 

科非洲菊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其花大、色艳、品种繁 

多．是国际著名五大鲜切花品种之一．在我国的需求量 日 

益增加⋯。非洲菊为异花授粉植物，自交不孕，有性繁殖 

易产生分离。无性分株繁殖系数低(一般为5~6)，难于满 

足生产需求。因此．组织培养为非洲菊的主要繁殖方式。 

该方式可在短期内大量生产优良种苗．亦可用于生产脱 

毒苗．防止种质退化[2]。关于非洲菊组培快繁国内有不少 

报道【，---】，本试验以幼嫩花托为外殖体。并针对其愈伤诱 

导、不定芽分化、继代增殖与生根等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1 材 料 与方 法 

1．1 材料 

从生长健壮的非洲菊植株上．采直径 O．5～0．8cIn未开 

苞的幼嫩花蕾作外植体。品种为阳光贝尔、爱神等。取样非 

洲菊品种引自昆明金科艺花卉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表面灭菌 将幼嫩花托用饱和洗涤液浸 

泡5．．10 min。用自来水冲洗 2O一30 rain除去表面污物。然 

后在无菌环境下用 7O％酒精浸泡 30 s。无菌水冲洗一次。 

再用O．1％H 浸泡 6 7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6 

次。每次 1 2 rain。滤干水分。以备接种。 

1．2．2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两 

种激素6-BA(I．0、2．0、3．0、4．0、5．O)和IBA(0．25、0．5、1．0、2．0)， 

共2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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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处理进行不定芽诱导和增殖培养 ：以 

1／2MS(大量元素减半)为基本培养基。附加外源激素NAA 

(Q1、0．5、lD)、IBA(0．1、Q5、lD)和IAA(0．1、0．5、1．0)，井以i／2MS 

为对照。共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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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蔗糖．生根培养基 

中均附加2．O％蔗糖、琼脂O．7％。PH 5．8。培养条件：温度 

(24~1)℃，光照2000 LX，光照时间 12 h 。 

2 结 果 与 分 析 

2．1 两种激素不同组合对花托外植体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在无菌条件下，去掉花蕾苞片．将花托切成 3～5 mm 

的小方块，接种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试验结果表明。 

阳光贝尔、爱神等非洲菊品种花托切块 ．在不同激索水平 

组合中。均能形成愈伤组织。但不同组合在愈伤组织的启 

动和增殖速率上有明显差异、各组合在培养 l5—20 d时。 

可见外植体有明显肿胀 ．6o一8O d出现小块愈伤组织。其 

中．最早形成愈伤组织的培养基为 MS+6一BA4．0 5．0+I— 

BA0．25．．0．5。表明在附加高浓度 BA的MS培养基上愈伤 

诱导效果好。 

2．2 两种激素不同水平组合对不定芽诱导与增殖的影响 

将愈伤组织切成 3．．5 mm的小方块接种于不定芽诱 

导和增殖培养基中 在BA和 IBA不同浓度水平组合的培 

养基上，愈伤组织不断生长。表面逐渐变为淡绿色。并出现 

绿色芽点，芽点不断增大。约3O～4o d逐渐长大成不定芽。 

但两种激索不同浓度水平组合培养基在不定芽分化百分 

率和速率上存在很大差异(表 1)。 

表 1两种激素不同组合对非洲菊花托外植体不定芽诱导的影响 

}表中数据为 6o个外植体培养4o d的平均值。 

表中不定芽诱导率为分化芽外檀体数／接种外植体数xl00。 

试验结果表明：较高浓度的 BA．配合较低浓度的 I． 

BA。有利不定芽的诱导。本试验不定芽诱导率较高的培养 

基为 MS+6一BA2．0～5．0+IBA0．25～0．5．不定芽诱导率可达 

6o％以上。 

当不定芽分化形成后．切取不定芽接种于诱导率高于 

6o％的两种激素不同水平组合的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增殖 

培养。培养周期为 30 d。试验结果(见表2)表明： 

从增殖系数、试管苗的质量等方面综合评价。最适宜 

的增殖培养基为 MS+BA4．0+IBA0．25。增殖系数可达 l3．5。 

继代增殖周期为 2O～30 d。但因增殖率高。丛芽密集，在继 

代增殖中分割易损坏不定芽 进一步试验中发现在增殖 

培养基 MS+6一BA4．0+IBA0．25中附加 GA0．5～2．0．可使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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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种激素不同组合对非洲菊不定芽增殖率和生长的影响 

★表中增殖率数据为培养 30 d后不定芽总数／接种量 
★“+”表示生长速率较慢。组织脆性小 ． ++”居中。“+++”表示生长快 
组织脆性高．易碎。 

芽较稀疏，有利继代增殖中不定芽的分割。对增殖率影响 

不大，且具增强不定芽长势的作用。有利培育壮苗。 

2-3 不定根的诱导与试管苗的驯化 

将3—4印高的不定芽。切成单芽，接种于诱导生根的 

培养基上，每处理接种 20瓶，每瓶接种5株。除对照外，培 

养 7—10 d均发现形成根原基突起。连续培养 20 d后．随 

机调查5O株，统计生根率及不定根生长情况(见表 3)。 

表 3不同培养基对非洲菊生根的影响 

★表中数据为调查生根株的平均值。 

试验结果表明：在 1／2 MS中附加NAA 0．1或 IBA 0．1一 

O．5或 IAA 0．5～1．O．20 d后 生根率均可达 100％，且根生 

长自然、均匀、健壮。尤以1／2 MS+IAA0．5～1．O最佳。 

生根培养结束后。将培养瓶移至温室。闭瓶炼苗2 d 

再开瓶。将幼苗根上附着的培养基洗净，并用800—1000倍 

多菌灵浸泡基部 1—2 rain。种植于蛭石：珍珠岩：泥炭=l：1：1 

的基质中，移至驯苗室。一周内，采取适度降温，增加环境 

相对湿度、遮阳等措施调控环境条件，并逐步向自然条件 

过渡．同时。每 5—7 d喷一次 800—1000倍多菌灵 ，以防病 

菌滋生．15～20 d后始喷 O．1％尿索和磷酸二氢钾液或稀 

释的完全营养液7～10 d一次．以补充营养。驯苗成活率可 

达95％以上．且长势旺。 

3 ，J、结  

目前我 国栽培的非洲菊优 良品种主要从国外 引 

进，成本较高，应用组培技术快繁非洲菊种苗 。既可满 

足生产上对优 良品种的需求 ．尤其在防止种质退化方 

面更有意义。非洲菊也可用幼叶、花梗、花蕾等 -J作外 

植体进行快繁 。但以花托最好。它具有易表面灭菌的优 

点。可减少因污染而造成的诱导培养失败。试验 结果 

表 明 ：非 洲菊 以花托为外植体 ，愈伤及不定芽诱导适 

宜培养基为MS+6一BA 2．0—5．0+IBA0．25加．5．愈伤诱导率 

在6o％以上。以Ms+6-BA4．0+IBA0．25为最适宜培养基。愈 

伤与不定芽诱导率可达75．5％：继代增殖最适宜培养基为 

MS+4．0BA+0．25IBA+o．5—2．0GA．增殖系数高、不定芽生长 

壮：生根适宜的培养基为 1／2MS附加 NAA0．1或IBA0．1一 

O．5或 IAA0．5—1．0。以附加 AO．5—1．0为最佳，根生长自然、 

均匀、健壮。在蛭石：珍珠岩：泥炭--1：1：1的基质中驯苗，调节 

适宜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 ．驯苗成活率可达95％以上。 

且苗长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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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0n Tissue Culture Propagating by 

Factorizin~Growint~Seedling of Gerbera JamesoniGrowm~~eealings OI Dera J amesomi l 

HE Jia—tao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Xiangf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Xiangfan Hubei 441021，China) 

Abstract：Gerbera Jamesonii Bolus tender receptacles wei'e used as the explants and MS used as the basic culture medium， 

multiplication cuhivation of makin异roots and culturing seedings of Gerbera Jamesonii Bolus were done in BA、IBA、GA of different 

density．The results show：In the euhure medium of MS+6一BA2．0m晷／L-5．0mg／L+IBA0．25mg／L--O．5mg／L，the callus rate is more than 

60％．InMS+6一BA4．0+IBA0．25+GA0．5—2．0，the effect on multipcation and growth of sprouts is good．the multiplication rate reach 

13．5 times：in1／2MS+NAA0．1 orlBA 0．1—0．5 orIAA 0．5一I．0，which makes the rooting rate reach 100％during 20 days；if the sprouts 

a transplanted int0 the substrate in whieh the rate 8mon vermiculite，perlite and peat is 1：l：1，the survival can reach over 95％． 

Ke words：Gerbera Jamesonii Bolus；lender recept。ac1e8；tissue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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