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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组培快繁研究进展 

刘玉佩 黄雪琳 康吉利 梁 和 
(广西大学农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5) 

摘要 总结了非洲菊组织培养进展情况。分析 了非洲菊组织培养快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并对非洲菊组培快繁前景进行 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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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 (Gerberajamesonii Bolus)又名扶郎 花 。属菊科扶 郎 

花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观赏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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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植株 

风韵秀美，花色艳丽多彩，花期长，产花量高，是切花和盆花 

兼用的优良观赏花卉 ，且其耐长途运输 ，切花供养期长 ，因 

此多作切花使用，因其独特的魅力占世界切花销售量的第5 

位I1J。近年来不少非洲菊远缘杂交品种被引进，这些品种杆 

粗、花大、色艳，适于切花的需要，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切花材 

料[21。 

l 非洲菊组培进展 

非洲菊传统栽培方法为播种、分株繁殖，但由于非洲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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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株母株 1年仅能分株 5～6株，难以满足花 

卉市场需求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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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组织 

培养法对具有优良品种特性的非洲菊进行快速繁殖，在短 

期内生产出大量整齐均匀的健壮种苗，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植 

株再生系统16]，将有利于种质资源的保存和优良品种的推广， 

而且组培苗具有质量好、体积小，便于携带、运输和交流等 

特点171。因此，非洲菊通过组织培养离体繁殖方法具有广阔 

的开发前景。使实现种苗商品化生产成为可能嘲。 

有关非洲菊的快速繁殖技术 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报 

道19-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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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70年代后 ，国内外相继开展了非洲菊组织培 养 

和快速繁殖 的研究 。Pierik el：alI q首先报道了用非洲菊的花 

托和花萼诱导出芽。20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始花卉组织培 

养工厂化 育苗的实践【 。20世纪 90年代进行了非洲菊组织 

培养、快速繁殖的探索，并就非洲菊愈伤组织诱导分化 、芽 

苗增殖与生根、小苗的移栽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同时 ， 

这也为通过基因转化等生物技术手段进行非洲菊育种打下 

良好的基础，并对于深入研究非洲菊的生长发育及生理生 

化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杨桂芬等l11】、王春彦等 以花 

托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得到植株，余显荣等I 91用无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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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切段快速诱导芽的发生，明显缩短了愈伤组织的诱导期。 

有关非洲菊的组培快繁已有很多成功的报道 q．前人 

研究认为，花托、茎尖、嫩叶和种子均可作为非洲菊组织培 

养的外植体，尤其是花托培养，能很好地保持良种的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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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静等 对以上材料比较表 

明 ，花托培养需经过愈伤组织再生 ，诱导分化时间长 ．加之 

花托表面消毒较难，污染率高，消耗试材量大；用幼叶培养 

耗时长且分化率低；带芽短缩茎作外植体，具有诱导分化时 

间短、芽苗增殖率高、取材容易、消毒简单等优点。 

2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Wq'l菊的组织培养技术日趋完善，现已初步建立了一套 

非洲1菊组培快繁的培养程序，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2．1 筛选与非洲菊主栽品种相匹配的各类最适培养基配方 

自2O世纪 7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着非洲菊组织培养 

的研究 。培养基配方无疑是最为关键 的。 

研究表明，不问品种的tl~t')l'l菊对培养基要求差异很大。 

因此，对不同品种必须使用不同的培养基，才能取得最佳效 

果。根据不同品种要相对应地使用不同的培养基，这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在培养基渗透压、光照、激素种类、浓度、组合 

等方面进行调整，以筛选出最优培养基配方。严志衡等 1经 

过采用非洲菊幼嫩花蕾为外植体，使用不同的培养基激素组 

合，筛选出非洲菊诱导的最适培养基配方组合是 1／2MS+BA 

10．OOmg／L+IAA 0．50mg／L，外植体在此培养基上生长 10d后 

就可形成愈伤组织。60d后愈伤组织上的不定芽生长正常， 

再生率为93．5％，芽平均高度可达 0．96cm；非洲菊增殖的最 

适培养基为 MS+BA 0．2mg／L+KT 5．0mg／L+IAA 0．3mg／L，小 

苗的增殖倍率为 2．5，小苗高度达 2．3cm，苗体健壮，翠绿；非 

洲菊长根的最适培养基为1／2 MS+NAA 0．15 mg／L，生根率 

最高可达 95％，每株苗平均根数为3．6条，平均根长1．2cm，小 

苗根粗壮，植株翠绿挺拔。 

2．2 褐化问题较为严重 

目前，在以转花色基因和抗病虫基因的非洲菊遗传转化 

体系中，通常采用非洲菊外植体愈伤组织与根癌农杆菌共培 

养获得转化植株。而在诱导愈伤过程中，由于材料基因型、 

生理状况和培养条件等因素影响，外植体会发生不同程度的 

褐化，严重影响了诱导愈伤分化、再生芽形成。因此，解决非 

洲菊诱导愈伤过程中褐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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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组织培养的褐化问题，前人做过许多研究，但 

以非洲菊为材料还未见报道。在筛选试验中，对褐化程度影 

响从重到轻依次是 Fe盐加倍、微量元素加倍 、MS培养基、 

大量元素加倍、1／2MS培养基。理论上应该选择 Fe盐加倍 

培养基和 1／2MS培养基进行下一步试验，但是夏小环等t 

考虑到 1／2MS培养基虽然能减轻褐化，但它所有成分都减半 

不利于材料生长和愈伤分化，同时在实际材料培养中通常采 

用的都是 MS培养基 ，选择 Fe盐加倍和MS培养基以及苗 

龄相同、生长部位相似的非洲菊叶片，充分证实了植物材料 

基因型、培养条件、培养基成分可能共同影响着非洲菊外植 

体的褐化。 

其试验还表明，外植体在褐变发生前POD活性升高， 

褐变发生后酶活下降；总酚含量随着褐变增强而逐渐提高， 

同时PAL活性与总酚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非洲菊外植 

体褐变时总酚与褐变密切相关 ，PAL参与 了褐变的发生过 

程。因此，为防止组培过程中的褐化，添加抑带】J褐化的试剂 

应选择在 POD活性开始下降，PAL活性和总酚含量开始显 

著上升之时。这样，既不会抑制组织的正常生长，又能解决 

褐化问题。 

郑秀芳等例在采用低浓度的BA对芽的分化时，由于愈 

伤组织褐化严重，使得芽的分化率极低，几乎为零。其试验 

结果表明，在芽的诱导阶段增高 BA(7．15mg／L，10mg／L效 

果最好)的浓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褐化，但在芽的增殖阶 

段必须要减少BA浓度。 

由于非洲菊含酚类物质多，外植体受伤后分泌的酚类物 

质被氧化成醌类物质，扩散到培养基内，抑制其他酶的活性， 

进而毒害外植体。在非洲菊组培过程中，频繁更换培养基， 

在培养基内加入一定量的 PVP、Vc等可有效地抑制褐化现 

象。在添加抗褐化抑制剂试验中，0．5g／L PVP对防止外植体 

褐变效果较好，而当高于此浓度时，褐化情况有所加重。另 

外，对目前组培中常用的防褐化剂活性炭(A．C．)，虽有较强 

的吸附能力，能吸附外植体表面所形成的多酚氧化物，但因 

A．c．除能吸附多酚氧化物外 ，还能吸附培 养基 中的营养成 

分，会使外植体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养分而逐渐衰竭，变褐乃 

至死 亡。 

2I3 试管苗玻璃化现象仍普遍存在 

玻璃苗的出现是植物组培技术应用于工厂化育苗的极 

大障碍，因而试管苗的玻璃化是植物组培过程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玻璃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激素浓度过高(特别是 

6-BA浓度过高引起的)。由于在非洲菊的组培过程中，其体 

内在各个阶段积累了高浓度的激素，所以导致在后期体内 

激素浓度过高而产生玻璃化现象。可通过降低激素浓度，增 

加糖和琼脂浓度，降低培养温度等方法来改善。 

刘丽荣等I矧认为，植物试管苗玻璃化现象在组织培养中 

普遍存在，特别是非洲菊在 7~8月高温、多湿季节里更容易 

发生试管苗玻璃化问题。据有关组培试验报道，除采取提高 

琼脂浓度，降低 BA浓度外，再添加一定浓度青霉素有减 

轻试管苗玻璃化的作用。采用青霉素含量 80万单位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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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g／L、32mg／L、64mg／L与对照进行处理，结果是 64mg／L 

的对于减轻玻璃化苗效果最好。从赵佐敏 的试验结果也可 

以看出，培养基蔗糖含量、NH?、Ca>浓度及温度都不是非洲 

菊玻璃化苗产生的关键因素，而激素的种类、浓度及培养基 

的含水量与瓶内湿度则对玻璃化苗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细胞分裂素6-BA较KT容易诱导玻璃化苗的发生。外植体 

诱 导试管苗时 ，2~4mg／L的 6-BA与 2~5mg／L的 KT诱导 

的试管苗几乎没有玻璃化苗，而试管苗继代增殖过程中， 

0．2～1．0mg／L的6-BA也不会产生玻璃化现象；另一方面，无 

论是培养基含水量过高还是瓶内湿度过大都会引起玻璃化 

苗的产生。因此．在培养基中可适当增加琼脂用量 ，利用其 

固定和敛收水分的作用，使培养瓶中水分状况达到适宜。其 

试验表明，培养基琼脂浓度为80％--90％，使用透气性封口膜， 

分装培养基经过 15~20min冷却后封口，可降低培养基含水 

量及瓶内湿度，从而达到降低玻璃化苗产生的目的。 

3 展 望 

非洲菊的组织培养研究已较为成熟，多种外植体都可诱 

导分化出植株。但是对工厂化生产而言，为实现最佳的经济 

效益，还需对各种外植体进行分析选择。从田间植株上直接 

取外植体，如花托、幼芽、嫩叶等进行组织培养，虽然简便， 

技术也比较成熟 ，但取材时间受限，消毒灭菌手续复杂 ，培 

养耗时较长，而且花托的组织培养褐化严重，嫩叶诱导分化 

率不高。幼芽的取材技术要求较高。对由种子萌发的幼苗进 

行组织培养，虽然可简化培养前期的操作程序，且不受生长 

季节的影响，但后代有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以试管苗叶片和 

叶柄作快繁材料，取材不受时间限制，无需进行表面消毒灭 

菌，繁殖效率也比其他外植体高得多(一般 1个月左右即可 

成苗)。且分化率和增殖系数均很高。 

通过组织培养，可解决种子繁殖后代变异性大、不能保 

持其良种特性和常规的无性(分株)繁殖、繁殖系数很低等问 

题，同时为大批量、工厂化培育非洲菊提供技术保证，也为 

非洲菊的转化、花色的基因工程改造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而如何简化培养基，简化工序，改进移栽技术等 

方法来降低成本，生产出大量廉价的优良植株用于生产，是 

人们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克服污染严重问题 ，必须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将污染率降到最低；二是在培养基配方 

中，使用价格低的原材料替代价格贵的材料，张思温实验室 

使用自来水替代蒸馏水、白糖取代蔗糖等，仅这2项配 1L培 

养基就可节约 0．72元，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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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完成或超值完成既定的生产目标。由于苗圃生产的特 

殊性，在园林苗圃的生产管理中更应重视员工的情绪，苗圃 

管理者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使每个 

员工把保证苗木质量当作自己的责任 ，并采取有效的激励 

措施，提高苗圃生产的质量。苗圃管理者把质量目标分解到 

每一个人后与其经济利益挂钩，直接的作用就是作业者不 

会再去说质量与自己无关，因为不良质量成本直接体现在 

他的工资中了。 

(3)为决策者进行质量决策提供依据。质量成本把质量 

和经营结合起来，为公司高层提供可参考的依据【5'61。对于苗 

圃内部来说，进行种植优质苗木的生产活动、持续苗木质量 

改善活动，积极开展苗木的科学栽培管理技术，全员参与苗 

圃生产成本的控制；通过质量意识和成本控制意识的提高， 

在较低投入的情况下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高质量苗木。对 

于外部，以高质量的苗木和良好的服务占领市场。树立苗圃 

的质量形象、赢取更多客户，从而达到提升苗圃业绩的效果。 

没有最低的质量成本，只有更少的质量成本。 

3 结语 

我国的苗圃业起步较晚，在质量管理方面还缺少经验。 

尤其是中小型园林苗圃的管理更为粗放，没有生产计划和对 

质量及成本的管理和控制措施。但是，苗木的质量是苗圃能 

否在市场中有效竞争的主要筹码，而有效控制苗圃生产的质 

量成本则是苗圃创造利润、不断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对 

于我国新兴的苗圃行业来说，要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的苗圃生 

产管理经验，还要借鉴其他行业的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管 

理水平，以最少的成本生产最好的苗木，提高苗圃的经济效 

益，促进苗圃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我国苗圃行业整体管理 

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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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耐阴，再生能力强，是作为盆景植物的良好条件， 

在我省茶树庄资源十分丰富，利用其做成各式的盆景十分 

受北方的人民欢迎。不但能造出一盆漂亮的盆景 ，还可以利 

用其修剪下来的枝叶当场制成一杯香茗。美不胜收，是一项 

新兴致富项目，有着无限的商机。 

3．2 绿篱 

茶树是常绿植物，具有很强的分枝再生能力，适于修剪 

和造型，是绿篱植物良好材料，茶树对环境也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只要不是极度干旱和寒冷，一般生长良好。茶树作为 

绿篱，可种植于人行小道的两旁、花坛的四周，既可单独成 

行，也可与其他园林植物间作或混栽，但须注意的是栽茶的 

土壤必须是酸性 ，具有一定深度。 

33 古树名木 

作为茶树的原产和茶文化的发祥地，我国有很多茶树久 

负盛名，是不可多得的古树名木，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广西 

等省的许多野生大茶树被列入《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如 

干家寨 1号、澜沧大茶树、巴达大茶树和广西博白大茶树等： 

福建武夷山茶区和广东潮汕乌龙茶有许多优异的名枞和单 

株 ，如大红袍 、铁罗汉、白鸡冠 、半天妖、宋种芝兰香和八仙 

过海单枞等；浙江杭州龙井的“十八棵御茶”，也是承载着丰 

厚文化内涵，古茶树典型代表，这些茶树对于弘扬茶文化， 

丰富旅游景点的文化气息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4 前景展望 

茶树在园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以茶文化为主题的餐饮、旅游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茶店、茶馆、茶楼正曰益成为人们休闲、社交的高雅场所，茶 

文化风情街的旅游线等不断成为特色旅游品牌，将茶树作为 

园林植物之一。不仅能增加园林植物的种类，而且对于增加 

园林风景区的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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