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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科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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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近年来有关非洲菊在遗传育种、组培繁殖及无土栽培技术等方面的有关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非洲菊的科研生产 

提 出了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 非洲菊；育种；组培；无土栽培 

中图分类号 $68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7)17—05157—02 

非洲菊(Gerberaiameson )别名扶朗花 ，为菊科大丁草 

属多年生宿根花卉。非洲菊花大色美，娇姿悦目，花色丰富， 

切花率高，在适宜条件下可周年供应，随着鲜花市场的不断 

发展，现已成为世界五大切花之一，在我国有跃居四大切花 

之势。随着花卉产业的不断发展的客观需求，非洲菊的研究 

工作也逐步受到花卉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1 遗传育种研究 

非洲菊属异花授粉植物(2n=50)，自交不孕，其种子后 

代易发生变异，非洲菊的花属完全变态类型，具有特殊的花 

器官，它是一个由许多小花组成的单生头状花序。花序由两 

类小花构成，一类为舌状花，花冠上部舌状单向伸展，长 3～ 

5 cm，下部连接成一个小管，雄蕊退化，雌蕊从小管内伸出， 

舌状花着生于花序外围，排列成一至数轮，形成单瓣花或重 

瓣花。另一类小花为管状花，着生于花序中舌状花的内轮， 

形状相对较小，长 1～2 cm，位于外面的几轮管状花，雌雄蕊 

发育完全，而中间的管状花只具有雄蕊，雌蕊退化。随着花 

序的展开，舌状花先行开放，随后，外轮的管状花开放，最后 

是中间的雄性花开放并散出花粉。在散发花粉时，位于外轮 

的舌状花的雌蕊已失去活力。 

非洲菊新品种选育的主要方法有杂交育种、辐射诱变 

育种、离体雌核发育及转基因育种等手段，有的几种方法结 

合在一起开展非洲菊育种工作。 

杂交育种是运用最早也是最常用的育种手段，多集中 

于花色、花型、切花产量、保鲜期延长及抗性育种等方面。英 

国的林期最早进行非洲菊的杂交育种工作，他将开红橙色 

花的非洲菊与开白花、背面黄色的绿叶非洲菊杂交，培育出 

杂交种。之后，法国和意大利逐步形成了非洲菊的育种和栽 

培中心，法国的Adnet在 1902～1909年进行了数千次杂交， 

选育出用于切花的大部分品种 ，13本的松井等在重瓣非洲 

菊育种上也颇有成就。而现代大花型的非洲菊多由荷兰的 

Yenwijk育成，花朵直径可达 15 cin以上【lJ。云南农科院花卉 

所在 2000～2004年由李金泽、熊丽等研究人员从 6万余粒 

杂交种子培育的实生苗中，经初选、复选、决选和品种比较 

试验、隐地疫霉抗性鉴定试验，育出“红地毯”、“靓粉”、“冬 

日”、“温馨”和“黄杏园”5个非洲菊切花新品种。其中“红地 

毯”和“靓粉”已于 1月获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这是我国自2003年将非洲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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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植物新品种名录以来，国内首次获得的非洲菊植物新品 

种权。其他 3个品种也申报了植物新品种权 。2004年4月， 

上海市林木花卉育种中心培育出了花朵直径大于 17 cm的 

非洲菊单株，突破了现有报道花径最大为 15 cm的记录，该单 

株花色鲜红，花朵硕大，远远超过市场常见品种(一般大花 

品种 1O～12 cm)。安徽省宿州市农科所通过杂交育种 ，在 

2003年选育出6个重瓣大花品种。上海农科院利用体细胞 

变异育出非洲菊新品种 901-A，以径大、花瓣厚实、花梗粗 

的白花品种 8813为母本，分离出粉红色花的体细胞变异 

系，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育成非洲菊栽培变种。 

辐射诱变作为一种有效的变异手段在花卉品种培育与 

改良中显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7年 Muller发现 x射线 

能诱发果蝇产生大量多种类型的突变；20世纪 4O年代初 

德国Fresjeben和 Lein利用诱变剂在植物上获得有益突变 

体；6O年代前辐射诱变研究进展并不快，但仍在不断实践 

中；7O年代诱变育种的注意力逐渐转至抗病育种、品质育 

种和突变体的杂交利用上；80年代后分子遗传学和分子生 

物学的广泛应用为诱变育种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 9O年 

代分子标记方法的运用，使实际品种的定向诱变有了可能。 

我国自20世纪 5O年代后期开始辐射育种工作，7O年代后 

期至 8O年代初才真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已在 22种植物 

上育成 243个突变品种田。 

离体雌核发育(In Vitro Gynogenesis)~指在离体条件下 

由未受精胚囊细胞产生单倍体植株的现象，也是雌雄异株 

植物得到优良植株较为可行的途径。鉴于非洲菊在花器构 

造上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通过花蕾或者花序来获 

得它的雌性单倍体。 

转基因育种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改变植物的遗传性 

状。能够将人们想要的基因提取出来，直接移植到当家品种 

中去。不仅可以大大缩短花卉育种周期，而且可以极大地提 

高花卉的品质。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公司利用先进的转 

基因技术，成功育出2盆转基因非洲菊。转入非洲菊的查尔 

酮合酶基因是北京大学从矮牵牛花克隆的基因。查尔酮合 

酶是花青素合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酶，能通过调控花青素 

在植物中表达量来影响花的颜色。研究者从矮牵牛特定发 

育阶段的花瓣的cDNA中克隆得到查尔酮合酶基因，将其 

正向插入到原核表达载体和含花椰菜花叶病毒 Ca MV35S 

启动子的真核表达载体中，在原核中得到高效表达，并通过 

土壤农杆菌介导的方法转化非洲菊。与一般的非洲菊相比， 

转基因非洲菊的花朵更大、更饱满。也有人将同源异型基因 

用于花型的重新构建上，他们从非洲菊花器官中分离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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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 MADS盒基因，将反义方向的 职l0、gdegf、gagal和 

Rcsl(矮牵牛 0rthol0g 0ffbpz)导入非洲菊，结果使转基因的 

花结构发生了改变。带有拟南芥 agamous基因的转基因非 

洲菊也已育成网。 

此外，也有通过体细胞杂交等手段育出非洲菊重瓣大 

花新品种的报道。 

2 组织培养 

花卉组织培养，就是分离花卉植物体的一部分，如茎 

类、茎段、叶、花、幼胚等，在无菌试管，并配合一定的营养、 

激素、温度、光照等条件，使其产生完整植株。由于其条件可 

以严格控制，生长迅速，1～2个月即为一个周期，因此在花 

卉植物的生产上有重要应用价值。组培既可作为优良品种 

的扩繁，也是育种手段之一，如非洲菊可利用胚珠进行单倍 

体生产植株，再经秋水仙碱处理，产生多样性之多倍体，以 

达品种改良之目的。另外，在盆花生产方面，非洲菊属异花 

授粉作物，经连续 自交，产生自交退化、畸形或不稔性阻碍 

育种工作之进行。因此，也可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选育 

优良之自交系，再育成杂种优势之种子，以F，种子取代组 

织培养苗，降低盆花生产成本[41。 

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对非洲菊进行快速繁殖，每个月能 

扩大繁殖 1O倍嘲，可以满足市场对非洲菊种苗的需求，同时 

可用花托或花蕾进行组织培养。以非洲菊幼小花托为外植 

体的离体快繁技术，繁殖系数可达 5倍／20 d～7倍／20 d左 

右。诱导培养基以B +10 mg／L BA+0．1 mg／L IAA最佳，继代 

增殖以 MS+I mg／L BA+0．1 mg／L IAA为宜，生根培养以 1／3 

MS+0．01 mg／L IBA效果最好。细胞学和形态学观察表明再 

生植株的形态和染色体无异常现象，遗传性稳定性好[61。并 

且花托的大小直接影响组织培养的效果，其中直径为0．5～ 

0．7 cm的花托小切块效果最好 ，随着直径的增大，芽的分化 

诱导率降低。在不同激素成分的 MS培养基中，以 6-BA(6． 
苄氨基嘌呤)10 mg／L诱导的效果最佳，而在 IBA (吲哚丁 

酸)0．3 mg／L的 1／2 MS培养基中，幼苗的生根效果最佳17]。在 

非洲菊组织培养生产种苗的过程中，增殖培养基交替添加 

多效唑0和0．2 mgCL，可使芽体增殖系数高且增殖芽健壮， 

在生根培养基中添加多效唑 0．2 mgCL，试管苗平均根数为 

5．5条，生根率 100％，移栽成活率达 85％网；以非洲菊花蕾 

为外植体，接种在 MS+10 mg／L 6-BA+0．05 mg／L NAA培养 

基中，45 d左右诱导成芽，再将芽接种于 MS+2 mg／L 6-BA+ 

1 mg／L IAA培养基中进行继代培养出苗，最后将苗接种于 

1／3 MS+0．1 mg／L IBA的培养基中，15 d即可生根 ，3O～35 d 

平均生根率达 98．8％【91。 

研究还表明，不同配比激素或相同配比激素下不同花 

色花托愈伤组织的芽分化有异。IBA促进根的发生而硫酸 

腺嘌呤有利幼苗生长。花托诱发愈伤组织快于茎尖。纯白花 

托的繁殖速度最快，桔红和深红的次之，鲜黄的最慢 。 

3 无土栽培技术研究 

无土栽培(soiless cuIture)就是不用土壤，利用营养液灌 

溉直接向植物提供生育必需的营养元素来进行植物栽培的 

方法。无土栽培的方法有很多，大体分为无基质栽培(水培 

法、雾培法)和基质栽培(砾培、沙培、蛭石培、珍珠岩培、锯 

末培等)两类【u】。傅松玲等在比较 8种基质配方与 2种肥料 

配方组合对非洲菊生长及开花生理的影响试验中，结果表 

明，非洲菊无土栽培基质以炉渣：香菇渣(3：1)+(5kg消毒鸡 

粪+lkg复合肥)／m3配方为最佳；其次为炉渣：香菇渣：锯末： 

泥炭(2：5：4：2)+(5kg消毒鸡粪+lkg复合肥 )／m3；非洲菊河沙 

培的营养液配方以 N 220．50，P 49．94，K 326．17，Ca 180．32、 

Mg 27．44 mg／L及适量微量元素，浓度为 1．85g／L的营养液栽 

培，可以减少病叶，提早花期，提高产量，提高花朵质量【瑚。 

在无土栽培中，营养液的酸碱度(pH值)直接影响营养液养 

分的存在状态、转化与有效性。研究表明，非洲菊最适 DH 

值为 5．15～6．10，无土栽培营养液的电导率值(EC)反应了营 

养液中离子浓度，作物在不同栽培季节，其适合的 EC值不 

同。非洲菊冬季最适 EC值为 1 10，春季为 1 15～210。虽然营 

养液中微量元素铜(cu)的含量较少，但铜在作物氧化还原 

反应 2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非洲菊产量 、质量影响显著。 

据 FoscherP与 Forchtuamner(1987)研究认为，冬季每株作 

物施以60 mg铜肥，其产量、质量均提高。铜(Cu)~lE过少，易 

引起作物叶片枯黄或畸形。 

另外，在非洲菊冬季无土栽培中，根际加温可促进其产 

花。根温为2O℃时可显著提高切花的产量与质量，单株产 

量、花茎长、茎粗、花重较对照分别提高了71．34％、19．14％、 

8．5O％、23．72％，但对花径的增大作用不显著。根温为 15℃ 

时可显著提高切花产量，较对照切花增产 33．21％；对花茎 

长、茎粗生长也有促进作用，但对花径、花重无显著影响。根 

际加温对不同品种增加产量与提高质量效果不同【-41。但是， 

当根际温度从 16～2O℃增至 23℃时，对其切花产量已无显 

著影响，仅能增加其花梗长度【l51。 

光照条件也是冬季无土栽培中非洲菊生长的限制因子 

之一，且不能从温度上得到补偿。故冬季补光对提高作物产 

量与质量十分必要fJ句。从 12月到翌年 2月，用人工辅助照 

明的办法保持每天光照时数为 16 h，对花梗长、单株产花 

量、花径、花序重均有所提高，其中部分品种显著增加，能获 

得较大经济效益。 

4 建议与展望 

作为时尚切花的非洲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选育 

出优良的非洲菊新品种显得较为重要。如同其他切花一样， 

在遗传育种方面，改变花色、花型，延长保鲜期，增强品种的 

抗逆性等，成为非洲菊育种的主要目标。但由于非洲菊生产 

的周年性，如何避免冬春季节生产中出现的弯颈现象，也是 

非洲菊科研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在非洲菊育种中，也 

应注意非洲菊所固有的特性，如乙烯被认为是致使花卉衰 

老的诱导因子 ，但有研究表明，非洲菊对乙烯并不敏感【朔。 

如果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将调控乙烯合成和反应的ACC合 

成酶、ACC氧化酶以及乙烯传导途径中的相关基因导入到 

非洲菊中是否也能像香石竹那样达到延迟衰老的目的【 81， 

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在育种工作中，如何做到非洲菊本身 

的个性及花卉普遍存在的共性相统一至关重要。 

非洲菊组培研究者已经从花萼、花托、花梗、花蕾、茎尖 

等多种外植体上获得了再生植株，在各种不同的外植体中， 

以花托为外植体是最为成功和有效的。不论用哪种外植体 

进行诱导，其难度都比较大，一是茎尖消毒困难，二是通过 

外植体诱导不定芽必须经过愈伤组织诱导，然后才能分化 

出不定芽，这一过程时间长、难度大，而且在转接继代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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