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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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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野生黄花菜无茵苗的茎段为材料，在Ms+BA2mg／L+N从0．1mg／L培养基上诱导愈伤组织及不定 

芽，并用这种培养基进行快速繁殖，最后在 1／2MS+NAAO．2mg／L的生根培养基上壮苗生根形成完整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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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 (。 L．)又名金针菜、萱草， 

是百合科萱草属中能形成肥嫩花蕾的宿根多年生草本 

植物。黄花菜原产亚洲和欧洲，中国南方多数高山上均 

有野生种，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植物性食品，且具有 

较高观赏价值，近年来多数通过杂交育种后获得大花 

鲜艳的良种来开发观赏盆花。其常规繁殖方法主要有 

分株繁殖和种子繁殖等，但繁殖速度较慢，不能满足规 

模化生产的需要。本研究是通过采用大花野生黄花菜 

的种子进行无菌播种，种子发芽后取其茎段为外植体 

进行诱导，并以愈伤组织及不定芽进行快速繁殖。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采用野生大花黄花菜种子进行无菌播种， 

以无菌苗的茎段作为试验材料。 

1．2 培养基 此项研究使用的几种培养基成份见表 

】。 

1．3 方 法 

(1)将黄花菜种子用 0．1％升汞 (HgCI2)消毒 8min 

后，用无菌水冲洗 4-6次，播种于 MS培养基上，每瓶 

培养基播 2-4粒种子。培养温度 (25±2)℃，光照 

i000 Ix，光照时间 10 h／d。观察种子萌发及萌发后的生 

长情况。 

(2)种子萌发并生长至叶片长约 3-5cm时，在无 

菌条件下将其茎段切成约 lcm长的小段，接种于诱导 

培养基上，每瓶培养基接 3~4段 。培养温度 (25± 

2)℃，光照 1500 b【，光照时间10 h／d。观察愈伤组织的 

诱导情况。 

(3)待茎段诱导长出愈伤组织后，将愈伤组织切 

成小块接种于继代培养基上进行分化培养。培养温度 

(25±2)℃，光照 1500～2000IX，光照时间 10 h／d。 

(4)愈伤组织长出不定芽后，将愈伤组织及不定 

表 1 此项研究使用的几种培养基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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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切割成团接种于继代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增殖培养， 

每瓶培养基攮3~4团并均匀摆放，每2ff-．25d转瓶一 
次。培养温度 (25：t：2)℃，光照 1500-2000IX，光照时间 

，  

10 h／d。 

(5)切取不定芽接种于表①～④号生根培养基中， 

每瓶放 8~10株。培养温度 (25+2)℃，光照 2000~250 

OIX，光照时间 12 h／d，观察苗的生根与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子萌发 种子播于MS培养基约 7d后萌发， 

萌发率为100％。种子萌发后再经约 15d的生长即可长 

至叶片长 4---6cm，此时即可切取茎段 

2．2 愈伤组织诱导 茎段接种于诱导培养基约 lOd 

后，在切口处形成愈伤组织并逐渐膨大，有少量茎段不 

形成愈伤组织而直接诱导出不定芽。有部分茎段培养 

几天后开始失绿并逐渐黄化，直至最后完全失去活性。 

观察不同部位茎段的诱导率，其中以中间茎段最高，约 

为 97％，其次为末端茎段，约为 80％，前端茎段最低，约 

为70％。 

2．3 不定芽的分化 将愈伤组织切成小块接种于继 

代培养基约 lOd后长出不定芽。有部分愈伤组织继续 

膨大而不形成不定芽。 

2．4 继代增殖 继代增殖培养中增殖率为4~6倍。在 

继代增殖过程中会出现少量玻璃化现象，即叶片或茎 

段成水渍状，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培养环境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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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 

抗旱新技术一节水注灌机 
． 张经龙，朱君林，张仰娥 

(黑龙江省龙江县龙江镇农业经济技术服务中心 161 100) 

为解决苗期抗早保苗问题，黑龙江省龙江县龙江镇 

农业经济技术服务中心经过努力研制出新型抗旱节水 

注灌机。 

目前，公知的抗旱浇水方式主要是喷灌、漫灌和苗 

侧划沟垄灌，喷灌、漫灌要求水源要近，而且成本较高， 

在山区、半山区打井特别困难的地方喷灌、漫灌无法使 

用，而苗侧划沟垄灌的缺点是伤根、伤苗、浪费水，而且 

抗旱效果也不理想。为了克服上述抗旱方式的不足，本 

机采用新型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农物因苗期干旱、抗 

旱措施无力而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造成绝产这一实际 

问题。本机适应各种地块，各种作物苗期抗旱，具有结构 

简单，拆装方便，坚固耐用，省工，节水、土壤不板结、成 

本低、抗旱效果好一次投资多年受益等特点。 

该机通过供水系统增压、管道变径增速，将水箱中 

的水增压提速后，直接注入农作物根侧部，深度可达 

7~8cm，侵湿深度可达 10~12cm，在农作物根系周围形成 

湿土区域，既能接下墒又能迎上墒，达到抗旱保苗和作 

物生长期用水的需要，同时该机还可以用来造墒和喷洒 

农药进行田间灭草、灭虫以及追施液态肥等项 目作业。 

使用该机抗旱，作业行数 1~4行，注水量为 2-3 t／ 

亩，与漫灌和喷灌相比每亩分别可节水 35 t和 15 t，不 

伤根、不伤苗，而且可实现节本增效，作业速度为 1．2～2 

km／h，该机每天能注灌 15～20亩左右，重旱区作物根部 

湿土可保持 10d左右。 

(1)安装过程：将分水器总成固定在拖水车前端，把 

注水器总成与分水器总成的变径管通过软管连接，注水 

器总成上设有若干个注水嘴，注水嘴为压注式油嘴壳 

体；在拖车厢体上安装吊架总成，根据垄距大小，作物高 

矮通过调整上行套管以确定注水器总成距离作物的径 

向距离，通过转动注水管以调整注水角度；将增压泵安 

装在拖拉机上，通过离合器皮带轮将动力传递给增压 

泵；连接增压泵进水软管和出水软管，将紧固卡子和其 

它各连接部位固定好，将皮带安装好，通过张紧装置调 

整好张紧度。(2)32作过程：依次打开拖车上水箱总阀门 

和分水器总成的分阀门，启动小四轮拖拉机，使发动机 

速达到增压泵正常工作转速，以 1档中油门行驶，这样 

拖车上的水箱水通过增压泵第一次增压后再经变径管 

二次提速，最后经注水器总成的注水嘴内腔增压加速， 

使抗旱水无接触直接注入作物根侧部，注水深度可达 

7~8cm，在作物根部既接底墒又迎上墒，保证重旱区作物 

根部湿土区域保持 10 d左右。起抗旱保苗和增收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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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或是光照太弱等原因造成的，玻璃苗及时转瓶 

后，如培养条件适宜大部分可转化成正常苗。此外，在经 

过多次继代增殖后，有部分幼苗已长出根系。 

2．5 壮苗生根 将无根苗接于表 1中①—④号生根培养 

基中培养 20d后进行调查，其生根及生长隋况如表2。 

培养基种类 

生根培养基① 
生根培养基② 
生根培养基③ 

生根培养基④ 

由表 2可知，生根培养基是适宜生根壮苗的培养 

基。适宜的温度和较充足的光照有利于根系的形成和 

壮苗，促根后的瓶苗长至 5-~6cm左右，叶片数 3～5片 

时，经过炼苗即可出瓶移栽。 

3 结论 

表 2 无根苗在( @ 号生根培养基中的生根及生长情况 

生根及生长情况 

根数 (条) 根系长势 

3~4 细 、 短 

4~6 较粗 、较长 

5—8 粗 壮 ，长 

3—4 较 细、较长 

生根率 (％) 

8O 

95 

1OO 

90 

瓶苗长势 

较差 

较好 

好 
一

般 

此项研究以野生大花黄花菜无菌苗的茎段作为外 

植体，通过诱导愈伤组织进行快速繁殖，繁殖系数为 

6倍，这不仅比常规繁殖方法大大缩短成苗时间，并 

且增大了繁殖系数，这对黄花菜新品种的快速繁殖、节 

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实施工厂化育苗等将发 

挥积极作用。此外，此项研究还对黄花菜生根壮苗采用 

四种培养基进行了对比试验。通过试验，筛选出最适合 

其生根壮苗的培养基为 1／2MS+NAA0．2mg／L，生根率 

达 !o0％，且根系生长发育良好，瓶苗长势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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