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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快速繁殖技术研究 

张子学 丁为群 褚锦彩 崔广荣 张从宇 

(安徽科技学院 凤阳 233100) 

摘要：以非洲菊种子为材料，进行非洲菊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研 

究。试验结果表明：在试验区间内，采用MS培养基分别添加不 

同浓度的N从 与 BA复合处理均能提 高芽的增殖率，其中 BA 

对增殖的作用显著，最佳增殖培养基：MS+NAA0．5 mg／L 4-BA 

2．0mg／L。NAA和 IBA单独处理或生长素复合处理均能使非 

洲菊生根，其中以IBA处理生根效果最好，最佳生根培养基： 

MS 4-IBA2．0mg／L。 

关键词 非洲菊 组织培养 快速繁殖 

非洲菊(Gerbera)亦称扶郎花，为菊科扶郎属多年 

生宿根草本观赏花卉。原产于非洲南部，性喜温暖、阳 

光充足和空气流通的环境，属半耐寒性花卉。其花朵 

硕大，花色丰富，花枝清秀挺拔，切花产量高。在适宜 

条件下能够周年开花，有的品种既可盆栽又可作切花， 

是世界五大鲜切花之一，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 

非洲菊用种子繁殖极易产生变异和退化，并且其结实 

率低，种子寿命短，发芽率也很低(一般仅有 30％ ～ 

40％)，采用分株繁殖不仅繁殖系数低，义易于传播病 

害使种性退化。采用组培快繁法是解决非洲菊优质种 

苗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 

有关非洲菊的快速繁殖技术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 

报道 ’̈71，但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有的继代周期 

长，幼苗素质差；有的生根程序复杂或生根缓慢，或生 

根少而不齐，达不到非洲菊工厂化生产的要求；有的则 

对培养的营养和环境要求高，生产成本高。效益低。本 

文采用种子进行初代培养的基础上，研究非洲菊增殖 

和生根条件的优化问题，为非洲菊种苗生产的现代化 

和工厂化，建立简单快捷、高效、优质的种苗生产技术 

体系，为实现非洲菊生产的产业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1．1．1 试验材料：切花品种非洲菊种子和组培继代苗。 

1．2 试验方法 

首先将非洲菊种子浸泡2h，而后采用70％的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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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处理 30 s，再用 0．1％的升汞消毒 10 min，接种在 

1／2 MS基本培养基上，进行初代培养。12 d种子发芽 

成苗率70％以上，而后采用MS+BA2．0+NAA0．2使 

腋芽启动增繁，以扩大种群，然后选择芽丛中生长一致 

的2—3壮丛芽，用于增殖培养的研究，同时分切成单 

个壮芽进行生根培养的研究。增殖培养每瓶接种3 

株，每株2个芽；生根培养每瓶接种3个单芽。无论是 

增殖还是生根每个处理均接种6瓶。 

1．3 培养条件 

本试验在2003年初步试验的基础上，于2004年2 

月至5月在安徽技术师范学院生物技术中心进行。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种类和用量的激素(BA、 

IBA、NAA、IAA)，30 g蔗糖，4 g琼脂，pH为5．8—6．2。 

整个试验培养温度均在(24 4-2)℃，光照强度2000Ix， 

每天光周期 12h。 

1．4 试验设计 

增殖培养基：采用 BA(mg／L)和NAA(mg／L)均3 

个水平，BA(0．5、1．0、2．0)与NAA(0．1、0．2、0．5)共9 

个处理组合。生根培养基：分别采用单一生长素或复 

合生长素处理，具体处理如下：NAA(0．05、0．1、0．5)， 

IBA(0．5、1．0、2．0)，IAA5．0+NAA0．2，IBA0．3+ 

NAA0．2和IAA2．0+IBA0．3共9个处理。基本培养 

基均为 MS。 

1．5 试验观察项目与统计分析方法 

每隔10d观察 1次，增殖培养观察记载：芽数、叶 

宽、芽长等；生根培养考察：根长、根数、根色等。增殖 

和生根培养分别于30 d和20 d取出培养苗统计其增 

殖率与生根率等。采用有重复双因素或单因素方差分 

析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非洲菊增殖与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在增殖培养过程中，不同的增殖培 

养基对非洲菊丛芽的增殖率及其丛芽的素质存在差异 

(表 l，图 l A)。 

由表 1可以看出，当生长素 NAA浓度在同一梯度 

时，随着 BA浓度的逐渐增大，芽的增殖率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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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素 BA浓度一定时，随着 NAA浓度的增 

}殖率也在提高，但是其增殖率没有前者随着 

的变化增殖明显。由此可见，BA与 NAA都 

州菊芽的增殖，但 BA更有利于芽的分化与 

中处理9增殖率最高，即以MS+NAA0．5+ 

理非洲菊增殖率最高，达5．4倍。处理4和 

子生长势较强，但其增殖率很低；处理3与6 

率也较高，但地上部分长势较弱；处理 1、2、 

靼与生长势均不太突出；处理 1增殖效果最 

．5，并有死苗现象。由方差分析知，样本间 

>Fo 01=6．013，处理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阡继代增殖的过程中，为了尽快地扩大群体， 

暗养基最好；若在适当增殖的前提下，以培育 

生根为目的，采用4和7号培养基较好。 

不同处理对非洲菊增殖的影响及其差异比较 

为非洲菊增殖培养30 d的情况。 

】生长素处理对非洲菊生根的影响 

)d不同处理对非洲菊生根的影响 

殖培养苗丛中选出壮苗，将褐色物切除，然后 

芽转入生根培养基。一周后即可看见植株明 

长健壮，芽基部出现很多白色根状突起，但 

培养基之间生根差异不明显。处理 10 d后 

，不同处理根的差异逐渐明显，20 d生根率均 

2结果知，培养20 d最长根长范围在 1．5～ 

j。在MS+NAA(O．05、0．1、0．5)3种处理中 

长根长分别为 3 cm、3 cm、2．5 cm，同～处理 

生根较整齐，且根色白嫩、长势粗壮，但其侧根随着 

NAA浓度的升高而减少；在MS+IBA(O．5、1．0、2．0)3 

种处理中，最长根长分别为2．5 cm、2 cm、1．5 cm，根粗 

随着 IBA浓度的增大而变细，而侧根随之减少。在其 

余3种处理组合中，根长居中，侧根很少，甚至无侧根， 

但地上部分生长较好。处理间单株平均根数在3．7～ 

l4．4范围内变化。在 MS+NAA(0．05、0．1、0．5)和 

MS+IBA(O．5、1．0、2．0)各3种处理中，根数随着处理 

浓度的增加而增多；其中IBA处理根数均较其他激素 

处理多；3种复合激素处理根数较 IBA单独处理少。 

说明在试验区间范围内，采用适宜浓度的IBA处理， 

非洲菊生根优于 NAA或 IBA与 NAA复合处理。处理 

6非洲菊生根数显著或极显著地高于其他处理，处理l 

生根数最少，仅为3．7条(表2)。根据前人的研究及组 

培苗移栽的经验，组培苗根长在l一1．5 cm时移栽成活率 

最高 J。本研究认为非洲菊生根培养适宜周期为l5— 

20d。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MS+IBA 2．0mg／L。 

表2 培养20 d不同处理对非洲菊生根的影响 

处理 (墨荛) 根觳 显著性 根长显著性 根粗 根色 侧根 

注：“+”表根色白、根细、侧根少，“卅”袁根色深、根粗、侧根多。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试验区间内，非洲菊快速繁殖最 

适合的增殖培养基为：MS+BA2．0 mg／L+NAA0．5 

mg／L；生根的培养基为：MS+IBA2．0mg／L。培养30d 

增殖倍数达 5．4，培养 20 d生根率可达 100％，并且根 

多苗壮质量优良。 

图 1 不同增殖和生根处理对非洲菊的影响 
A．非洲菊丛生芽的增殖 B．非洲藉的生根 C．生根处理非洲菊的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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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讨论 

有关非洲菊的组培快繁已有很多成功的报 

道L】 j，初代培养分别采用茎尖、叶片、花托和种子等 

作为外植体，从脱毒快速繁殖的角度来看，以种子作为 

外植体更有利于建立脱毒快速繁殖的后代群体。一些 

非洲菊增殖培养的报道认为，以 BA2—3 mg／L+NAA 

0．2 mg／L为培养基，4周增殖倍数达 l0倍以上。一般 

认为快速繁殖过程中并非增殖倍数愈高愈好，适宜的 

增殖倍数应控制在6左右，增殖率过高，继代苗素质变 

劣，易于玻璃化，生根前需要进行壮苗培养，否则，生根 

处理效果差，成苗率低 J。本研究通过适当提高 

NAA的浓度，使增殖率和幼苗素质符合公认的标准。 

很多报道认为非洲菊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1／2 MS+ 

IAA 1．0或 IBA0．2_】．4,6j，其作用是通过降低盐的浓 

度，添加一定种类及其量的生长素促进生根，这样一般 

形成的根比较少，根比较细弱，地上部分素质差，长势 

弱，移栽成活率低。本试验采用 MS为基本培养基，通 

过对生长素种类和水平的筛选，获得生根快、生根多和 

幼苗长势壮的生根培养基(图1 B、C)。总之本研究通 

过对增殖速度的调控、提高生根培养基的营养和适宜 

的IBA浓度，省去了壮苗培养环节，缩短了生根时间， 

从而实现了优质、高效、快繁非洲菊种苗的目的。在非 

洲菊组培的过程中发现，培养容器的大小及其通气状 

况，对非洲菊的生长和生根也有较大的影响。有关非 

洲菊工厂化生产的其他技术环节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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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花粉和授粉时期对番茄杂交制种效果的影响 

王吉庆 赵月平 乔保健 

(1．河南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 郑州 450002； 2．河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郑州 450002； 

3．河南省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 郑州 450002) 

摘要：在春季露地栽培条件下，以优良番茄杂交组合“9906”的 

母本“016”、父本“96—3”为试材，研究了贮藏花粉和授粉时期对 

番茄杂交制种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蕾期采用干燥器贮藏24 

h的花粉授粉与当天新鲜花粉相比，番茄平均坐果率相近，平均 

单果结籽数，平均单果产种量均有所减少，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蕾期采用贮藏花粉在上午气温低于28℃的时段进行授粉 最为 

有利；采用贮藏花粉于开花当天上午进行授粉，其平均单果结 

籽教、平均单果产种量均显著高于蕾期授粉。在番茄杂交种生 

产中，可采用干燥器贮藏24 h的花粉，在开花前 1 d去雄，开花 

当天上午进行授粉，以提高制种产量，减少制种用工。 

关键词 番茄 杂交制种 贮藏花粉 授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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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Lycopersieum eseulentum Mil1．)一代杂种生 

产主要靠人工授粉，生产上有采用当天采集的新鲜花 

粉授粉  ̈j，也有采用室温或干燥器贮藏的花粉进行 

授粉 ；在授粉时期上，许多研究认为花期授粉优于 

蕾期 j J，但在生产上蕾期授粉已在辣椒杂交制种中 

所采用_6 J，在河南不少番茄制种基地也普遍采用当天 

的新鲜花粉进行蕾期授粉。本试验进一步研究了贮藏 

花粉和授粉时期对番茄杂交制种效果的影响，旨为提 

高番茄杂交制种的劳力效率、提高制种产量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河南农业大学林园学院培育的优良番 

茄杂交组合“9906”的母本“Ol6”，父本“96-3”。 

1．2 试验处理 

试验于2004年5月在河南省农牧厅优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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