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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翅海棠组织培养快速繁殖体系研究 

陈妹 幼 

(福建省厦门市忠仑苗圃 361009) 

摘 要：以嫩叶和茎段为外植体对龙翅海棠进行离体培养-9植株再生研究，结果表明：嫩叶和茎 

段的最适芽诱导分化培养基为MS+KT 0．5 mg／L+IAA 0．2～1．0 mg／L，接种培养30～40 d；最 

适继代增殖培养基为 Ms+KT 0．5 mg／L+IAA 0．2 mg／L，培养时间为25 d；壮苗生根培养基为 

1／2 MS+NAA 0．2 mg／L+IBA 0．2 mg／L+2％蔗糖+琼脂3 g／L，培养时间为15～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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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翅海棠又名珊瑚秋海棠，为海棠目秋海棠科 

多年生常绿半垂吊型草本花卉，是用四季海棠中的 

直立型与垂吊型杂交培育成的海棠新品种。其株形 

奇特，叶大、互牛，叶尖细长，形状如翅膀，基部 

偏斜，形似龙身插翅而得名 。龙翅海棠每节有腋 

生枝条，花朵繁多密集，光彩夺目，周年开花，具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既可作为室内盆花也可作花坛 

花卉，同时又是很好的垂吊花卉，是装点庭院、美 

化居室的理想花卉：龙翅海棠种子繁殖易产生变 

异，扦插虽容易成活，但扦插苗分枝性差，常常只 

有一个主茎，株形单薄，影响观赏 。而利用组织 

培养方法是快速繁殖秋海棠的有效途径 。为了 

在短时间内繁殖出大批量的龙翅海棠苗木，特进行 

了组培快繁技术研究和探讨，建立了龙翅海棠的组 

培再生体系。该体系的建立对龙翅海棠种苗快速繁 

殖和规模化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无菌外植体材料的获得 

选取当年生、长势好的龙翅海棠嫩枝，将所取 

材料先用清水冲洗干净．在超净丁作台上用 70％酒 

精消毒 8 s，再用0．1％升汞溶液消毒茎段和茎尖 5 

min，之后用无菌水冲洗 4～6次．用无菌滤纸吸去 

表面水分。将消毒好的茎尖和茎段端部切去，接种 

在琼脂同化的1／2 MS培养基上牛长。20 d后获得3 

em高的无菌小芽'苗。将小芽苗叶片切成 1 cm 见方 

的小块，茎段切成 1 cm长的切段作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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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为 (25±3)oc，每天 12 h光照，光 

照强度为 1500～2000 Lx。 

1．3 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3％蔗糖及0．6％ 

琼脂，灭菌前 pH值调至 5．8，按不同的培养 目标 

添加相应的激素，配制成诱导分化、继代增殖、生 

根成苗培养基，常规方法灭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激素配比对丛芽分化的影响 

为了寻找适合龙翅海棠丛生芽诱导的培养基， 

设计了 17组配方处理 (表 1)。每个处理接种 20 

瓶，每瓶接5个外植体，培养 35 d后统计试验结 

果。叶片和茎段在含不同激素配比下的分化培养基 

中培养30 d左右便可在外植体切口处直接形成大量 

丛生芽。 

从表 1可知，在不含激素的培养基 (CK)上 

培养的叶片和茎段的分化率为零，说明激素是诱导 

丛生芽的必要条件；适宜的BA、KT配比均能诱导 

分化丛生芽，且诱导率随着 BA和 KT浓度的增加 

而下降；高浓度的 BA与 KT易使外植体褐化，产 

生的芽苗易玻璃化。在细胞分裂素水平相同时，生 

长素 IAA比NAA更有利于丛生芽的诱导 试验结 

果表明，龙翅海棠理想的丛芽诱导培养基为 MS+ 

KT 0．5 mg／L + IAA 0．2～1．0 mg／L，诱导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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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基本培养基为 MS；②丛生芽生长情况为外植体接种30 d后的观察结果。 

2．2 继代增殖培养分析 

丛生芽在诱导培养基中培养25—30 d后，取出 

丛生芽，在无菌条件下分割成 1 cm 小块，接种到 

不同配比KT与 IAA继代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 

培养 30 d后统计株高大于2 cm的苗数。由于细胞 

分裂素的持续作用，增殖培养基中的不定芽不断分 

化和生长形成芽丛。由表 2可知，在供试激素水平 

范围内，随着 KT浓度的升高，丛生芽增殖倍数也 

相应提高；当 KT浓度为 1．0 mg／L时，增殖倍数最 

高达 8倍，但苗较细弱。综合考虑增殖倍数和小苗 

发育情况，认 为培养基 MS+KT 0．5 mg／L+IAA 

0．2 mg／L是理想的增殖培养基。 

表2 KT-ff IAA不同配比对龙翅海棠增殖率的影响 

薷 ～ 况 

注：基本培养基为 MS。 

2．3 生根培养分析 

将继代培养基上形成的粗壮芽 (2—3 cm)分 

株切割，扦插于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0 d后进行生根 

统计。结果 (表3)显示，NAA、IAA、IBA 3种生 

长素均能诱导生根，其中培养基 1／2 MS+蔗糖 20 

g／L+NAA 0．2 mg／L+IBA 0．2 mg／L对生根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在切口长出辐射状的不定根，生根多 

且粗壮，植株生长均衡，株型较好。 

2．4 不同琼脂浓度对芽苗生根的影响 

琼脂一直被认为只是培养基的固化剂，起支撑 

培养物的作用。但近几年来人们对琼脂浓度在组培 

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培养基中琼脂浓度是 

影响植物离体再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琼脂浓度对龙 

翅海棠离体生根的影响试验结果 (表4)表明，不 

同琼脂浓度对生根率没有明显影响，但随着浓度的 

增加，发根时间推迟；琼脂浓度为6 g／L时发根慢， 

且根稀苗弱；琼脂浓度为 3 g／L时，即半固体培养 

基有利于固定苗且早发根、根系多且壮，茎叶和根 

生长比例协调，在移栽时容易洗去培养基；琼脂浓 

度为0时(液体状培养基)，发根早，根系多而壮， 

茎叶生长也较快，但苗东倒西歪，不利于育壮苗。 

因此采用半固化琼脂有利于苗的固定和根系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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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本培养基为 1／2 MS! ]+蔗糖 20 g／L。 

表4 不同的琼脂浓度对龙翅海棠离体生根的影响 

注：培养基 1／2 MS+NAA 0．2 mg／L+IBA 0 2 mg／L+蔗糖 20 g／L 

2．5 炼苗及移栽 

当苗基部诱导出4～5条不定根且根长 2 cm左 

右时，培养瓶移至室温条件下，适应3 d后，将培 

养瓶的薄膜盖掀开，在常温和散射光下炼苗 3～4 

d，再将培养苗从培养瓶中取出，并洗净根上附着 

的培养基，移栽于消毒过的的基质 (1份珍珠岩 + 

1份泥炭土)中。塑料大棚上覆盖遮阳网，使苗处 

于半荫环境。刚移人大棚前 2 d每天喷雾 3～4次， 

保持较高的环境湿度 (≥85％)，大棚温度控制在 

20～25℃。在大棚中炼苗40 d后就可上盆移栽。 

3 小结与讨论 

3．1 外植体供体植株的年龄、发育阶段、生长环 

境和外植体取材部位可导致外植体生理生化状态差 

异，从而影响组织培养的形态发生 ，同时从盆栽 

的植株直接采摘的嫩枝，经消毒处理也会有部分污 

染而影响试验结果，且消毒液易使幼嫩组织受伤而 

影响其分化。因此，本试验采用带腋芽的茎节和茎 

尖培养获得无菌苗作为外植体，使得试验在相同水 

平下进行，减少了误差。 

3．2 适时、适量地选用适宜的植物激素，是外植 

体成功诱导的关键技术。曾幼玲 、崔月羚 等采 

用 MS+6一BA+NAA等诱导龙翅海棠叶片产生不 

定芽，诱导率为94％。本试验发现芽分化激素组合 

KT+IAA优于6一BA+NAA，最佳丛芽诱导培养 

基为MS+KT 0．5 mg／L+IAA 0．2～1．0 mg／L，诱 

导率为 100％。 

3．3 为了加快繁殖速度和尽快增大繁殖量，可以 

在苗刚分化时就切割继代，而无需待苗长到很大时 

才进行继代，同时可以间隔较长的时间继代，既可 

以维持一定的繁殖量，又可提高组培苗产量的。芽 

增殖培养基是在芽诱导培养基的基础上，对 KT和 

IAA设浓度梯度分别配组，筛选出最适继代增殖培 

养基为MS+Krm．5 mg／L+IAA0．2 mg／L。 

3．4 生根研究中发现，琼脂浓度对龙翅海棠组培 

苗的生长和不定根的生长有一定影响，半固化培养 

基有利于根系的早发和提高苗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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