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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石竹的组培脱毒技术研究 

许杰 (山东省枣庄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山尔枣庄277300) 

摘要 [目的]探索麝香石竹的组培脱毒技术：[方法]以麝香石竹0．3～0．4IBm长的茎尖为外植体，在分化培养基中诱导丛生芽，丛生 

芽进行继代培养后，将幼苗进行病毒检测，将无毒幼苗保留继续繁殖，然后将无毒的幼苗移植到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结果]不同大 

小的香石竹茎尖对丛生芽的诱导有较大影响，以0．3 lnln茎尖为最佳。丛生芽的诱导以MS+6-BA 2．0I1 L+IAA 2．0I11}!／L、根的诱导以 

1／2Ms+L怂 0．5,w-／L(或IBA 0．5,w-／L)为最佳培养基。田间比较试验表明，与未脱毒麝香石竹相比，脱毒麝香石竹花的颜色鲜艳，切花 

品质好，产花量高，花裂萼少。[结论]该研究为扩大麝香石竹的繁殖提供了技术保障。 

关键词 麝香石竹；组培：脱毒 一 

中图分类号 $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7—6611(20O8)12—04864—01 

Study ontheDetoxificationTechnolo~ byTissueC山ture ofCarnation 

XU Jie (Zaozhuang Academy"of Agriculamal sciences，Zaozhuang，Shandong 2刀300) 

Abstract [Objective]rI11e aim was to explore the detoxification technology by tissue culture of carnation．[Method]Taking shoot tips with lea  of0．3 
～ 0．4ⅡⅡn of carnation as explan~。the clustered buds were jnduc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medium，the virus detec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seedlings af_ 

ter the subeulture ws,s conducted on the clustered buds．rI11e virus—flee seedlings were remained and propagated continuously and then they were transplant— 

ed onto reoting medium for rooting induction．1 Result l rI11e carnation shoot tips with different sizes had igger influences on the induetion of clustered buds 

and the shoot tips with length of0．3 nlnl were optimum．MS+6-BA 2．0,ng／L+L怂 2．0,ng／L was the optimum medium  for the induction of clustered 

buds and 1／2~IS+IAlA 0．5 I L(or IBA 0．5,ng／L)9,,as the optitmnn medium for the induction of root．1he field comparative trial showed that con— 

pared with the non detoxification carnation，the flower color of detoxified camation was I／lOre brilliant，its q~ ity of cut flower was better，its flower yield 

was higher and its cleft calyx was less．【Conclusion J rI11e study provide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expanding the pmpagation of carnation． 
Key words Carnation；Tissue culture；Detoxification 

麝香石竹又名康乃馨，俗名香石竹，是世界著名的鲜切 

花。但由于长期的营养繁殖 ，造成其病毒病危害严重，使得 

切花质量下降，产花量降低，严重影响了香石竹在市场上的 

供应量，而组培脱毒技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一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麝香石竹(红花)。 

1．2 方法 

1．2．1 丛生芽的诱导。选取生长健壮的植株，取顶部带2对 

大叶的芽段，将大叶剪去，自来水冲洗 30 min，于超净工作台 

上用 75％酒精消毒 30 S，再用 0．1％升汞消毒 6～8 min，然后 

用无菌水冲洗 8～l0次。在解剖镜下剥离，剥离茎尖长度为 

0．3 1／lln左右，带 l～2个叶原基，接种在 MS+6-BA 2．0 mg／L 

+I从 2．0 mg／L的培养基中。培养基预先在 l2l cC湿热灭菌 

20 min。接种后放在温度为20～25℃，光照 l2～16 h／d，光强 

为800～2 000 Ix的条件下培养。 

1．2．2 继代培养。将丛生芽移植到Ms+6-BA 2．0 mg／L+ 

NAA 0．2-e／L的培养基上做继代培养，使丛生芽增殖，并将 

较大的芽苗按株系标记，以备病毒检测。 

1．2．3 病毒检测。各培养单株分别挂牌，使用 DAS-Elisa检 

测法、指示植物法 2种病毒检测方法进行病毒检测，将感染 

病毒的株系去除，留下无毒株系? 

1．2．4 诱导生根。将培养出的幼苗移植到生根培养基中诱 

导生根，生根后就可移植到大田栽培。 

1．2．5 扎根苗的移栽。生根后的幼苗经6～7 d的自然散射 

光的炼苗，即可移栽了。幼苗要移栽到温(网)室中，移栽前 

清除温(网)室中的杂草，并喷药灭蚜，同时将栽培基质灭菌， 

然后将幼苗取出，洗净培养基，移栽到基质中，盖上塑料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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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湿度，7～10 d幼苗成活后去掉薄膜进行正常管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茎尖大小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表 l结果表明，5 

种大小的茎尖均能诱导出丛生芽，但茎尖大小不同能诱导出 

丛生芽的茎尖个数有明显的差别。其中以0．4 1／IIYI大小的茎 

尖能诱导出丛生芽的百分率最高，其次是0．3 1／IIYI大小的茎 

尖，二者相差不明显；但茎尖越大带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 

以，选 0．3 1／IIYI大小茎尖作外植体为宜。 

表 1 不同茎尖大小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lhble 1 Effects 0fdiffermt shoottip size 0Ilduster shootsindaction 

表2 不同培养基对根诱导的影响 

ble 2 Eff ects 0fdifferent media on root indaction 

IBA IAA 20 d生根 IBA IAA 20 d生根 

me-／L me-／L 凝 f mg／L mg／L 凝 ff 

0．1 — 2 — 0．1 3 

0．3 — 5 — 0．3 5 

0．5 — 15 — 0．5 l8 

0．7 — 10 — 0．7 16 

1．0 — 5 — 1．0 9 

注：基本培养基为 1／2MS培养基。 

Note：Basic culture medium is 1／2 MS． 

2．2 不同培养基对根诱导的影响 表 2结果表明，基本培 

养基1／2 MS加IAA或IBA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均能诱导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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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 BA浓度的增加，芽的分化率有所增加，当BA浓度为 

0．5 mg／L时，基本无玻璃化的发生，但当 BA浓度增加到 1．0 

和 2．0 mg／L时 ，单花香石竹组培苗出现了较重的玻璃化现 

象[引，表现为叶片黄化，水浸状，不能形成正常的芽。 

2．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当培养基中不含BA时，组培苗不分化，生长缓慢，成苗率极 

低。而在 BA浓度为0．2和0．5 mg／L时，基本无玻璃化的发 

生，苗的长势都表现良好，叶色浓绿、茎杆健壮，但 BA浓度 

为 0．5 mg／L时，苗的分化率略高。添加了0．5 L的活性炭 

后，有效防止了玻璃化的发生，但当BA浓度为0．8 mg／L时， 

仍 出现 了玻璃化现象 ，虽然苗分化较多 ，但下部叶片出现了 

水浸状，叶色较淡。在相同的BA浓度下，NAA浓度由0．01 

mg／L增加到0．1 mg／L时，芽的分化率都略有降低，长势也略 

差。综合考虑认为，有利于香石竹增殖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Ms+BA 0．5 mg／L+NAA 0．01 ln L+活性炭0．5 g／L。 

2．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生根的影响 从表3可知，NAA浓 

表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强h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OI1induction ofduster buds 

表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生根的影响 

lhble 3 Eff ects of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on  rooting 

生根培 供试芽 生根芽 生根 根的生 
养基 数∥个 数∥个 率∥％ 长状况 
Rooting No．of Number of Rate of Growth 

inc~liuln tested buds rooted buds rooted buds of roots 

度在0．5 mg／L时，生根较多，根的质量较好；小于此浓度，生 

根量较低，根的质量较差；当NAA浓度增加到 1．0 mg／L时， 

·+ 一+ 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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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根的数量有区别，以 1／2 MS+I从 0．5 mg／I (或 IBA 0．5 

me／L)效果最佳。 

2．3 脱毒香石竹与未脱毒香石竹的田间比较 通过田问比 

较发现，脱毒香石竹花的颜色更鲜艳，色泽较好，产花量高， 

花裂萼少。 

3 小结与讨论 

香石竹丛生芽较易诱导，不同大小的茎尖对丛生芽的诱 

芽的基部首先形成较大的愈伤组织，部分芽伴有根的形成。 

所以生根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1／2MS+NAA 0．5 mg／L+活性 

炭0．5 L。 

3 结论 

单花香石竹组培时极易发生玻璃化，为防止玻璃化的发 

生，可适当降低激素的浓度，同时附加0．5 L的活性炭对玻 

璃化的发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该研究发现，MS+BA 0．5 

mg／L+NAA 0．01 mg／L+活性炭0．5 L+蔗糖30 L+琼脂 

8 g／L是单花香石竹较适宜的增殖培养基，增殖率高，组培苗 

生长健壮；1／2MS+NAA 0．5 mg／L+活性炭0．5 L是其适宜 

的生根培养基，生根迅速，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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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有较大影响，其中，以0．3 rⅦn和0．4 rnm大小的茎尖诱导 

率最高，但茎尖越大越容易带病毒，所以，以0．3 rnm茎尖为 

最佳；芽的诱导用Ms+6-BA 2．0In I +IAA 2．0mg／L为培养 

基；根的诱导以1／2MS+IAA 0．5 re#L(或IBA 0．5 me／L)做培 

养基效果最佳。睨毒香石竹花的颜色鲜艳、色泽好，产花量 

高，花裂萼少，生产性能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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