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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菊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严志衡 贾 明 姚 愚 曹征宇 顾韵莉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201) 

非洲菊(Gerberajamesonii Bolus)，又名扶郎，为世界各 

国常用的切花，但因其异花授粉，用种子繁殖不能保持其种 

性，而利用组织培养可加速其繁殖并保持性状。本试验采用 

非洲菊的幼嫩花蕾为外植体，使用不同的培养基激素组合， 

选择非洲菊诱导、增殖和长根培养三个阶段的最适培养基配 

方，通过愈伤组织诱导出芽，并使其大量繁殖，获得生根的植 

株，为非洲菊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l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HD)H菊品种“107—2”。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的选择及表面消毒。外植体采用非洲菊的幼 

嫩花蕾，用自来水冲洗，再用稀释洗衣粉加少许吐温浸泡并 

振荡10min，自来水冲洗20～30min；在超净工作台上将预处 

理后的幼蕾用 75％酒精表面消毒 45rain，无菌水冲洗 3次； 

再用0．1％升汞浸泡振荡消毒25min，无菌水冲洗 5次，将消 

毒后的花蕾一切为2或4。 

1．2．2 培养基。诱导培养基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以不 

同激素组合，细胞分裂BA分2．5、5．0、10．0、12．5和 15mg／L 

五个处理，其中培养基糖浓度 30g／L，琼脂 6．5FJL，置光强 

1500Lux下培养；与生长素 IAA分0．10、0．25、0．50、0．70和 

1．00mg／L五个处理组合，从中选择最适合的培养基配方，每 

种培养基接种4块外殖体。增殖培养基以MS为基本培养 

基，采用不同激素组合，细胞分裂素BA分0、0．1、0．2,0．5和 

1．0mg／L五个处理；与生长素(KT+IAA)分(0+0．1)、(2．5 

+0．2)、(5．0十0．3)、(7．5+0．4)和(10．0+0．5)mg／I 五个 

处理组合，使小苗增值。生根培养基以 1／2MS为基本培养 

基，附加激素NAA、浓度分别为0、0 05、0．10、0．15、0．20和 

0．25mg／L六个处理。 

1．2．3 统计方法。对诱导培养基接种 1周后开始观察、记 

录，试验结束后统计时取其平均数。对增殖培养基、生根培 

养基上的小苗，10d开始观察、记录，试验结束后统计时取其 

平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对芽诱导再生的影响 结果表 

明，生长索和细胞分裂素对芽诱导再生有影响，组合浓度过 

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芽的再生，最佳组合是 BA 10．0mg／L+ 

IAA0．5me,／L，外植体在此培养基上生长 10d后就可形成愈 

伤组织，60d后愈伤组织上不定芽都生长正常，再生率为 

93．50％，芽平均高度可达0．96cm(见表 1)。 

表 l 生长素和细胞分裂对芽诱导再生的影响 

镰 生 aa 4再生<NN率N( u BA港度 
．  堡 盟 兰 兰! 

Lmg／L) 0．10 0，25 0 5O 0．75 1．00 

2．2 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对小苗增殖的影响 结果表明， 

小苗的增殖倍率对生长素浓度有一定要求，当激素组合生长 

素KT5．Omg／L+IAAO．3mg／L时，小苗的增殖倍率随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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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 

2．5 种子干燥速率因干燥荆的种类和荆量不同而不同 采 

用木柜、干燥器和冰箱3种贮藏方法比较芝麻种子的贮藏效 

果，结果以冰箱低温贮藏最佳，但成本高；其次是干燥器贮 

藏，干燥器贮藏 l7年的种子，含水量稳定在2．3％左右，粗脂 

肪、粗蛋白和脂肪酸组成含量未发生明显变化；田间种植出 

苗率仍有50％以上，且能正常生长，无形态上的变异(冯祥 

运，1995)。 

2．6 不同作物种子适合于不同的超干回湿方法 解决超干 

种子的吸胀损伤是种子超干贮藏技术的重要环节。经超干 

后的种子细胞膜活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于大多数种 

子而言，这并非来自超干处理，而是由于极度干燥的种子在 

萌发时重新吸水过快而受损伤造成的。种子的吸胀损伤以 

大粒豆科作物种子表现最甚：吸胀损伤的程度取决于种子含 

水量、吸水速率和所处的温度。防止吸胀损伤的办法就是发 

芽前对超干种子进行回湿处理(饱和水汽平衡、不同相对湿 

度梯度平衡、PEG渗调等)，使超干种子有一个缓慢的吸水过 

程，对膜进行修复，改善膜的选择透性，从而避免种子在吸胀 

过程中由于大量物质渗漏而造成活力下降。但不同作物种 

子有不同的特性以及化学组成，要求回湿方法也不相同，适 

当的回湿方法将大大提高超干的活力水平(张云兰，1996)。 

3 展 望 

我国是8O年代中后期开始种子的超干贮藏研究，1991 

年国家种质库将这项研究列入国家“八五”重点攻关项目。 

超干贮藏技术是种子贮藏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尚有大量 

工作需要去做，如究竟有哪些作物种子可进行超干贮藏，其 

干燥的临界水分即安全含水量下限是多少，种子在超干贮藏 

时的生理生化以及细胞结构的变化等，因此必须推广作物种 

类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试验的种子材料，以使超干贮藏 

技术能够在农业生产上得到广泛应用。(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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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衣甘 蓝组织培养及快繁技术 

王 会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生物_．z．ffl系；湖北 441021) 

羽衣甘蓝 (Brassica Ⅵc础 var acephN )为十字花科芸 

薹属甘蓝的一个野生种，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地中海至 

小亚西亚一带，在我国栽培历史不长，尤其是观赏羽衣甘蓝 

近l0年才有少量种植。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晚秋和初冬的 

优良观叶植物，色彩鲜艳，观赏期为 l1月～翌年3月。羽衣 

甘蓝由于品种不同。叶色丰富多变，叶形也不尽相同，整个植 

株形如牡丹。所以也被称为“叶牡丹”、“牡丹菜”等。 

1 材料及培养条件 

1．1 材料 波浪叶羽衣甘蓝大畈红色种子。 

1．2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诱导培养基(mg／L， 

下同)为(1)MS+2，4一D 0．5十GA 0，5，增殖培养基为(2) 

MS+6一BA 1．O+IAA O．2。生根培养基为(3)MS+NAA 

0．05--0．2。以上培养基均加入 3％蔗糖，0．7％琼脂，pH 

5_8，培养温度22±3E，光照时问l2h／d。光照强度2000I X。 

2 培养方法 

2．1 无菌材料的获取 取羽衣甘蓝种子，装入小纱布袋，无 

菌水冲洗后浸种 12～24h，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0％酒精 

浸泡lmin，无菌水冲洗 2次后放人0．1％HgC12消毒 14min。 

用无菌水冲洗 5次后播种于培养基上，经 23～25℃暗培养 

3d后进行光培养l周，即可得到羽衣甘蓝无菌小苗。 

2．2 丛芽的诱导与增殖 在超净台上取羽衣甘蓝无菌小苗 

的顶芽、茎段(1～1．5crn)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1周后 

顶芽及茎段开始膨大、增厚，逐渐变成乳白色愈伤组织，2周 

后渐渐分化出绿色小芽点，3周后可见明显的丛生芽。将丛 

生芽分切成大小 1cm左右。接种到增殖培养基上，丛芽不断 

分化增生，1周后即可继代，增殖系数可达6～l0。 

2．3 根的培养 将高2--3era、生长健壮的无根小苗接种到 

生根培养基(3)上，1周后苗基部长出辐射状粗壮的白色小 

根。2周后根长达 l～2cm，每株苗根数 l0～25条，生根率达 

100％。 

3 试管苗的移栽与管理 

当试管苗长至 4～5cm、有 5～6片叶时可移栽。移栽 

前，将小苗带瓶移入温室 2周左右。然后打开瓶盖炼苗3～ 

5d，取出苗后，用清水冲洗掉苗基部的培养基，将根部放人 

1000倍百菌清溶液中浸根3～5min，然后定植于泥碳土+炭 

化糖灰+珍珠岩(2：1：1)育苗盘中。刚定植的小苗应遮光 

5O％左右，温度控制在 20℃左右，湿度以7O％为好，以后保 

持不干不湿。羽衣甘蓝喜充足光照，喜肥耐肥，因此缓苗后 

要保证充足光照，光照不足苗体细弱。移苗 l周后开始追 

肥，每周p- 面喷施一次，保证充足肥水。 

4 小 结 

诱导培养时发现顶芽比茎段更易形成愈伤组织，表现在 

形成愈伤组织时间短、丛生芽多。生根时生长索浓度不宜偏 

高，偏高易形成愈伤组织，降低苗的成活率。培养温度不宜 

超过25℃，否则试管苗会变黄、枯萎。出苗时间宜掌握在秋 

季，以便羽衣甘蓝幼苗经寒冷刺激更好着色和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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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素浓度的提高而增加。最高可达4．0倍(BA1．Om L)，但 

此时由于植株分蘖过多，生长瘦弱。苗体高度仅2．1crn，苗的 

质量较差；而当BA浓度为0．2rng／L时，小苗的增殖倍率为 

2．5，较理想，小苗高度可达 3．2ern，苗体生长健壮、翠绿。故 

最适增殖培养基为 MS+BA0．2mg／L+KT5．0m I +IAA 

0．3m L(见表 2)。 

裹 2 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对小苗增殖的影响 

细胞分裂 
素BA 
(rag／L) 

生长索l(T和IAA不同浓度(n1g『L)下的增殖倍率 

KT IAA KT 【AA l(T IAA KT IAA KT IAA 

0 0 l 2．5 0．2 5．0 0．3 7．5 0．4 10．0 O．5 

0 

0．1 

0．2 

0．5 

1．0 

0．9 1．S 1．9， l馏 1．6 

1．0 1．7 2．1 2．0 1．9 

1．3． 2．0 2．5 2．2 2．0 

1．9 2．2 3．1 2．4 2．2 

2．1 2．4 4．0 2．7 2．4 

2．3 生长素对小苗生根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见表3)，生 

长素NAA对非洲菊根的诱导起重要作用。在没有 NAA的 

培养基中。小苗的生根率非常低，平均只有l9％。生根苗只有 

l条根，且根非常短，平均只有0．43cm；当在培养基中加入生 

长素NAA后，随NAg,浓度的不断提高，小苗生根率、根条数 

和根长度逐渐发生变化。在NAA浓度达0．15mg／L时生根率 

达最高，为95％。每株苗平均根数为3．6条，平均根长为1．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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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n，小苗根粗壮，植株翠绿挺拔，为最佳生根配方；随NAA浓 

度进一步提高，生根率和每棵苗生根数都明显下降，但小苗 

根的长度明显增加。根细长、根的分枝增多，植株长势明显比 

NAA为0．15m~L时弱。 

表3 生长素对小苗生根的影响 

3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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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BA10．00m~L+IAA0．5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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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0．2mg／L+KT5．0mgL+ 

IAA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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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MS+NAA 

0．1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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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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