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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组培苗增殖代数对生根率影响的研究 

曹 君 迈 ，陈 彦 云。 

(1．西北第=民族学院．银川 7S0021，2．宁I大学，银川 7,50021) 

摘 要：通过对非洲菊3个品种的组培苗增殖代数与生根率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在不同增殖 

代数下，生根率的变化情况，结果得出：非洲菊瑞扣品种(红色品种)组培苗连续增殖到第9代做生 

根培养，生根率趋于稳定}狮子头品种(粉色品种)的组培苗到第8代做生根培养，生根率趋于稳 

定；菜花黄品种(黄色品种)到第1O代趋于稳定。由此提出：非洲菊组培增殖苗从第8代开始进行 

生根培养，生根率高且基本达到稳定，这样可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非洲菊工厂化育苗 

提供廉价、优质的种苗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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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是鲜切花的主要品种之一，因其花大、花艳、 

花色全且花期长，在我国广泛种植。非洲菊是异交率很 

高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经过种子繁殖很难保持品种原有 

种性，目前通常采用组培快繁技术为生产上提供品质优 

良的无病、无毒种苗，但在组培快繁中，组培苗生根率是 

影响非洲菊工厂化育苗成功与否、效益高低的直接因 

素 有关非洲菊组织培养研究已有很多报道[1--3]，但组 

培苗增殖代数对生根率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 

利用不同品种的非洲菊组培苗，研究了增殖代数与组培 

苗生根率的关系，不仅为工厂化育苗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对植物组织培养的理论 

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瑞扣(花色为深红色)l狮子头(花色为粉 

色)；菜花黄(花色为黄色)3个品种均由宁夏航苑绿叶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嫩花蕾，西北二民院自育的第 3代 

组培苗。 

1．2 试验方法 

试验从2004年4月5日开始将3个不同颜色的品种 

取花蕾，采用常规方法消毒接种在诱导培养基上，5月初 

开始形成愈伤组织，经二次转接后于6月8日开始分化出 

苗，将不同品种的分化苗分别转接在增殖培养基上。从转 

接增殖的第3代组培苗开始，其中一部分继续增殖，另一 

部分待苗高生长到2 m 上时进行生根培养。 

1．3 试验设计 

每个品种重复3次，每瓶接种2O棵。每20 d做一 

次生根培养，移栽前统计生根率情况(见表 1)，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1．4 培养条件 

生根培养均采用 1／2MS培养基，其中添加 IBA 

0．7 mg／L和NAA 0：02 mg／L。培养时间 15 d。培养温 

度为22℃～25℃，光照 2 000~3 000Lx，pH：6．0，琼脂 

6．5 g／L，蔗糖 2O g／L。 

2 结果及分析 

不同品种的不同增殖代数对生根情况的影响，从第 

3代起连续生根培养9代，统计不同品种各代生根情况 

及生根率见表 1、表2。 

衰 1 不同品种的不同增殖代数对生根情况的影响 

注·表中各数据均为l生根苗散／接种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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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品种增殖代数对生根率的影响 

从表1、表2可以看出，随着生根代数的增高，各品 

种的生根率亦相应的提高。当增殖到第 7代时，3个品 

种的生根率均已超过7O9，6。经过方差分析得出：不同品 

着增殖代数的提高，生根率也极显著提高，经一定增殖 

代数之后基本趋于稳定。 

对不同品种、不同增殖代数间的生根率平均数分别 

种的生根率与增殖代数之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说明随 进行多重比较，其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品种生根率殛增殖代数的新复极差测验 

品种 瑞扣 脊子头 菜花黄 

增殖代数 平均敷 0．05 0．O1 增殖代数 平均敷 0．05 0．O1 增殖代数 平均敷 0．05 0．O1 

从上表中得出随着增殖代数的升高，生根率不断升 

高，但到9代后基本趋于稳定。从多重比较结果得出： 

瑞扣红色品种从增殖第9代到第 1O代之间生根率未达 

极显著水平，与增殖3代到8代相比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说明随着增殖代数的升高，生根率也在增高，增殖到第 9 

代生根率趋于稳定；狮子头粉色品种从增殖第 8代到 l1 

代之间未达极显著水平，说明增殖第8代后生根率趋于 

稳定，而与3～7代相比，生根率达极显著水平，说明3～ 

7代之间，生根率不稳定；菜花黄黄色品种到第 lO代后 

生根率差异未达极显著水平，说明生根率已趋于稳定。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本试验结果，非洲菊组培苗一般从增殖第 8代 

开始做生根培养，生根率基本趋于稳定，生根效果好。 

如果生根培养做的过早，生根率低，加大生产成本，降低 

生产效率，费工费时，达不到工厂化育苗高产高效优质 

的目的。因此，建议非洲菊红色品种从增殖第 9代开始 

做生根培养}粉色品种从增殖第 8代开始做生根培养； 

黄色品种从增殖第 1O代开始做生根培养，有利于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工厂化育苗的效率。 

16O 

非洲菊组培苗在启动分化时由于使用了大量的外 

源细胞分裂素，这样在植物细胞体内可能有较多的激素 

积累或者外植体本身是一个幼嫩的花器官其内源激素 

水平很高，可能都不利于生根培养。在增殖培养过程 

中，一方面外源激素含量使用变小，另一方面随着培养 

代数的增高，可能内源激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在生根培 

养基中使用相同外源激素水平的情况下，使生根率明显 

提高，经一定增殖培养代数后，生根率基本趋于稳定，因 

此在做生根培养时应注意最低增殖代数限定，以掌握适 

宜的生根代数。 

在试验中因非洲菊品种不同生根率表现不一致，特 

别是黄色品种，生根率始终没有突破9o 9，5，其原因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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