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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叶天竺葵的离体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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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香叶天竺葵的嫩茎为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研究，结果表明：培养基MS+BA 2．0 m#L+NAA 0．3 m#L既适合 

于愈伤组织的诱导，也适合于不定芽的分化增殖；培养基 1／2MS+BA 0．5 m#L+NAA 0．7 m#L为生根诱导的最佳配方。组 

培苗的过渡成活率可达到9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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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tender stem of Pelargonium graveolens was chosen as explants for tissue cultivation．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edium MS+BA 2．0 m#L+N从 0．3 m#L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 formation of callu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adventitious buds．In addition．the medium 1／2MS+BA 0，5 mg／L+NAA 0．7 mg／L was relatively appropriate for too- 

ting．The survival rate of young plantlets was about 90％ after transplm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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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叶天竺葵(Pelargonium crispum ‘Fragrans’)又名 

香叶洋绣球、香草、摸摸香 ，为诧牛儿科、天竺葵属多年生 

亚灌木⋯。植株高达90 am，茎叶密被淡黄色长毛和香 

腺，具浓厚香味。香叶天竺葵的茎叶中可提取芳香油，是 

香皂、香水、化妆品及食品等的重要原料 。在食品上， 

可做烹煮鱼类的佐料，增加菜肴风味。其叶片也常用于 

花香材料、香枕、亚麻袋等特殊用途。由于其叶片会散发 

出芳香味，常用作室内盆栽观赏植物。全株可入药，具有 

祛风除湿、行气止痛、杀虫抗菌等功能，香葵精油还具有 

抗肿瘤作用，可用于治疗子宫颈癌等⋯。另外，它还具有 

抗氯气的特性，可作为被氯气污染的环境的指示植物。 

按照其散发的香味可分为以下几种：Pelargonium crispum 

‘Fragram’(松香型)、Pelargonium ‘Gravelens’(柠檬香 

型)、Pelargonium ‘Lady plyrnuth’(桉树香型)、Pelargoni— 

am tomenmsum(胡椒薄荷型)和Pelargonium‘Old spice’ 

(香料型)。 

香叶天竺葵主要采用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而无性 

繁殖主要是扦插繁殖，每年在9～10月结合采收剪取健 

壮粗短的枝条直接扦插于田间或基质中。但扦插繁殖管 

理难度大，并受季节的限制，因此不能周年生产。另外， 

如果母株带病，扦插苗不能脱毒，导致品质退化。有性繁 

殖的F。代杂交种子由于具有生长周期短、株型健壮、多 

花性、易大批量生产等优势，已代替传统的扦插繁殖成为 

目前主要的繁殖方法 J。但杂交种子生产成本高，在保 

持 F。代杂交种子种性的基础上，若采用组织培养进行繁 

殖，可以大大提高繁殖速度、降低成本和脱毒复壮。 

本试验以香叶天竺葵为材料进行离体组织培养研 

究，筛选出其组织培养最适培养基，包括诱导培养基、增 

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等，为香叶天竺葵提供一条有效 

的快繁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香叶天竺葵来源于云南省农业 

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试验大棚内。 

1．2 试验方法 选用长势好、无病虫的健康母株嫩枝。 

去除叶片，先用自来水冲洗，再用饱和的洗衣粉溶液浸泡 

5 min，流水冲洗干净，然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用75％的酒 

精浸泡 30 S，用无菌水冲洗后，转入0．1％的升汞中消毒 

7～8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4次，切割茎段长约0．5 
— 1．0 am，接种到分化培养基上。 

1．3 试验设计 

1．3．1 起始培养基 固定NAb_浓度，调节BA浓度：MS 

+BA+NAA 0．3 mg／L，BA浓度分别为0．5、1．0、1．5、2．0、 

2．5 mg／L。共 5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5次，共接种25 

瓶。7 d后，进行叶芽基部观察，40 d后观察丛生芽个数。 

1．3．2 增殖培养基 固定 NAb_浓度，调节 BA浓度： 

MS+BA+NAA 0．3 mg／L，BA浓度分别为 1．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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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 mg／L。共 5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5次，共接种 

25瓶。30 d后观察记载瓶内增殖的丛生芽数、叶色和 

芽高。 

1．3．3 生根培养基 将上一阶段培养获得的部分不定 

芽除去基部愈伤组织单个切下后(其余的继续增殖培 

养)，转入培养基：1／2MS+BA 0．5 mg／L+NAA，NAA浓 

度分别为0．3、0．5、0．7、1．0 mg／L。共4个处理，6次重 

复，共接24瓶。接种后，观察不同NAA浓度对发根时间 

的影响，并测定根数、根长、株高和生根率。 

1．4 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蔗糖2．5％，琼脂 

2．6％，调整pH值为6．2，121℃高压灭菌。培养温度25 

±2℃，光照 12 1Cd，光照强度 16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将外 

植体接种在配有不同浓度的 MS培养基上培养。4—5 d 

后部分外植体基部开始膨胀，7 d后多数瓶中茎段、叶芽 

基部已经膨大，主要是Ⅲ、Ⅳ号培养基。20 d后，膨大的 

部分长出丛生芽(茎段、叶芽的切口处)3～4个，40 d后 

长成更多的丛生芽。观察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由表 1可知，不同BA浓度诱导愈伤组织分化的速 

度、颜色深浅及不定芽长势差异较大。试验结果表明，在 

固定NAA、调节不同BA浓度的培养基中，以MS+BA 

2．0 mg／L+NAA 0．3 mg／L配方的愈伤组织分化率高、颜 

色浓绿且分化最早，不定芽生长健壮。外植体接种 7 d 

后，茎段切口就开始观察到愈伤组织分化。培养 I6 d 

后，愈伤组织上发现有绿点分化。40 d后叶芽基部膨大 

的部分长出5～10个丛生芽。另外从I到Ⅳ，随着 BA浓 

度增加，愈伤组织分化率增加，但BA浓度继续增加到 

2．5 mg／L时，愈伤组织分化速度却降低了，叶色和不定 

芽的长势也几乎呈上述规律。Ⅳ号培养基的愈伤组织诱 

导率达到100％，从I到Ⅳ，愈伤组织诱导率也呈逐渐增加 

趋势。所以Ⅳ号配方：MS+BA 2．0 mg／L+NAA 0．3 mg／ 

L是愈伤组织诱导较理想的配方。 

2．2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不定芽增殖诱导的影响 把 

上述培养基中诱导出的不定芽，切去基部愈伤组织，3芽 
一 丛切下后，转入不同激素浓度的增殖培养基中培养，一 

丛接一瓶，每种培养基接5瓶。30 d后观察芽基部丛生 

芽的诱导情况，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由表 2可知，随着 BA浓度的逐渐增加，不定芽分化 

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从不定芽的生长速度、长势和叶 

色来看，Ⅱ号配方的不定芽生长速度最快，而且苗体长势 

健壮，苗体最高，达到 1．0 cm，而且叶色较深绿。虽然V 

号配方的不定芽的数量最多，但其叶色黄化，苗体纤细， 

易倒伏。随着 BA浓度的逐渐增加，不定芽分化的数量 

和增殖率不断增加。其中V号配方的增殖率最高 

(400％)，其次是Ⅳ号配方，I号最低，只有 260％。结合不 

定芽生长情况，Ⅱ号是愈伤组织不定芽增殖的最好配方。 

2．3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将高为 

2．0-3．0 cm的丛生芽单个切下，转入生根培养基中，每 

瓶接种 5个芽，每个配方接 6瓶。经过 40 fl的培养，观 

察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随着 NAA浓度的升高，诱导的平均根 

长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加，当NAA浓度为0．7 mg／L时，平 

均根长达到极大值1．60 cm。当NAA浓度为1．0 mg／L 

时，平均根长降低到1．10 cm。也就是说，当NAA浓度为 

0．7 mg／L时，其平均根长最大；当NAA浓度超过0．7 

mg／L时，其根长受到抑制。从平均根数来看，Ⅳ配方的 

平均根数最多，为4．73条，Ⅲ次之，Ⅱ最少，为 1．53。而从 

苗体的长势来看，Ⅲ配方的叶片深绿，茎杆粗壮，长势较 

好。而Ⅳ配方Ⅱt片黄绿，茎杆稍粗壮，长势不及Ⅲ配方。 

综上所述．蛐fi己方：I／2MS+BA 0．5 mg／L+NAA 0．7 mg／ 

L倔进生根的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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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根苗过渡及移栽 生根培养 30 d后，置于室温 

下2 d，揭开封口膜，将完整小苗从培养瓶中取出，洗去根 

部的培养基，放入0．1％的多菌灵溶液中浸根 1min。种 

植于已配好的基质中，基质的配方参考香叶天竺葵的生 

长习性，其配比为：微酸性土壤：腐殖土：珍珠岩 =2：2：1。 

移栽后，注意水、肥、光、温的管理，香叶天竺葵表皮无革 

质层，容易失水，相对湿度保持在 80％ ～90％，温度 20～ 

25％，避免强光照射，用透过率为 70％的遮荫网覆盖，10 

d后每星期浇复合肥营养液一次。成活率可达到 90％ 

以上。 

3 讨论 

3．1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差异较大 

固定 NAA浓度，不同 BA浓度诱导愈伤组织分化的速 

度、颜色深浅及不定芽长势差异较大。香叶天竺葵愈伤 

组织诱导对 BA十分敏感，在不加任何激素的对照组中 

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很低。在附加激素的培养基中，愈伤 

组织诱导率突增，说明香叶天竺葵细胞中富含与细胞分 

裂素具有高亲和的受体蛋白，在离体培养条件下细胞分 

裂素调控基因表达促进蛋白质合成，从而促进细胞分裂。 

但并不是 BA浓度愈高，诱导率和分化速度就愈高，当 

BA浓度达到2．0 mr／L时，如果再继续增加其浓度，诱导 

率和分化速度反而降低。从 BA／NAA的比值来看，比值 

愈大，愈伤组织诱导率愈高，当比值 6．67时，诱导率最 

大，比值为8．33时，诱导率反而降低了。因此，Ⅳ配方： 

MS+BA 2．0 m#L+NAA 0．3 m#L是愈伤组织诱导的 

最好配方。另外，香叶天竺葵从愈伤组织到不定芽所需 

的时间较短，只7 d左右，变异机率低，故可以提高其繁 

殖速度，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3．2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不定芽分化的差异明显 固 

定 NAA浓度，随着 BA浓度的逐渐增加，不定芽分化的 

数量和增殖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说明BA浓度与不定 

芽的增殖率成正相关，但随着 BA浓度的增加，苗体的长 

势和叶色均受到一定的影响，可能是高浓度的BA促进 

细胞衰老所致。因此，不能以不定芽的分化数量作为衡 

量 BA浓度的唯一指标。综合考虑，配方If：MS+BA 2．0 

m#L+NAA 0．3 m#L不仅是愈伤组织诱导的最好配 

方，也是不定芽增殖培养的最好配方。另外，愈伤组织诱 

导出的不定芽易黄化，应及时转接增殖培养中，以免影响 

不定芽分化质量。 

3．3 不同激素浓度组合对诱导生根存在一定差异 随 

着NAA浓度的升高，诱导的平均根长随浓度的升高而增 

加，当NAA浓度超过 0．7 m#L时，其根长明显受到抑 

制。但总的来说，平均根数和平均根长的差异幅度并不 

是很明显。主要原因是 BA抑制不定根的形成。BA／ 

NAA的比值愈小，苗体的长势愈好，平均根长变长，但比 

值小于0．71时，长势变差，平均根长变短。综合平均根 

数，Ⅲ配方：1／2MS+BA 0．5 m#L+NAA 0．7 m#L促进 

生根的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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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愈伤组织生长也好。草莓花药离体培养时愈伤组 

织的形成主要在前 1个月，但愈伤产生期可延续 2个月。 

只要激素条件适宜，草莓花药培养的愈伤组织就能不断 

地产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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