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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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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非洲菊为材料进行组 织培养研究

,

其结果表明不 同外植体的诱导分化能力有显著差异
,

花托最强
,

茎尖次

之
,

花等最弱
,

在增殖培养中
,

低世代使用 M S十B A g
.

1一 11
.

om 『1 十N AA以4m 留飞培养基为最佳
,
9

.

10
,

生根培 中使用 M s 十

N AA O
.

3m以L培养基为最佳
,

平均生根数为 3
。

10
,

炼苗基质 宜使用 3份珍珠宕 十 3分经石十 4分草灰
,

其成活率高达 91
。

37 %
,

且株高
、

叶数
、

根长均较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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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让
亡泊aer 户m es on ii) 又名扶郎花

,

为菊科

大丁草属
,

多年生草本植物
,

其化色丰富
,

花攀高达

80 C M
,

花形美丽
,

是世界第五大切花品种
,

目前栽

培的非洲菊切花 品种
,

多为四倍体
,

其繁殖方式主

要为分株繁殖和组织培养
。

分株繁殖速度慢
,

产量

和质量均不理想
。

组培繁殖则可避免分株繁殖的缺

点
。

非洲菊组培繁殖研究始于 20 世纪70 年代
,

其研究

特点为针对某一单一外植株和一次实验可获得
,

激

素配方用于整个生产过程
。

.(1 .23 〕我们研究发现组培

繁殖生产 中增殖高世代的激素配方与低增殖世代

不一样
,

高增殖世代的激素配方对生产更为关键
。

综合对不同外植体的诱导特征和不 同世代间激素

配方变化研究还未见报导
,

我们于 19 9 8年起对此作

了比较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试验在西昌花卉基地进行
,

供试材料为从上海

引进的荷兰 T e

。 公司品种
,

an ast (花橙色
、

花心褐

红 )
,

几叮份 (花黄色
、

花心黄绿色 )
,

Q ue en (花粉色
、

花

心黄绿色 )
,

m
o

anz (花红色
、

花心深褐色 )
,

每个品种

分别取茎尖
、

花粤
、

花托
,

在 7Ofo0 的乙醇液中表 面杀

菌 30 秒
,

然后在 .0 2m % H gC 1k2 杀菌6分钟
,

再用无菌

水冲洗 5次
,

接种在固体培养基上
。

.1 2 方法

1
.

.2 1 诱导培养

在预备试验的基础上
,

选用M S培养基
,

激素

BA
6+ N AA .0 2( 单位

: n l留飞
,

以下同 )
,

蔗糖 30 9 / L
,

琼

脂 8岁 L
,

P H = 5
.

8
,

每一个品种的外植体 (茎尖
、

花尊

、

花托 )分别接种 10 瓶接种一个外植体
,

重复 3次
,

在

光照 10H厂D
,

光强 1犬只刃一3, O00 L UX
,

温度 一25 ℃
,

条

件下培养
,

观察记载每瓶的分化芽数
。

1
.

.2 2 增殖培养

将诱导分化培养的获得的芽进行增殖培养
,

其

培养为M s 十BA
+ N AA

,

其中BA 浓度分别为 3m 合飞
、

s m g 工
、
7m 夕飞

、
g m g 工

、

11 m岁 L ; N AA 浓 度 分 别 为

o
.

l m 岁飞
、

o
.

Zm 岁工
、

0
.

3m 岁飞
、

o
.

4m留飞
,

共 2 0个处 理
,

每一处理接种 10 瓶
,

每瓶接种 1个芽
,

3次重复
。

每一

处理方法的材料边续对应增殖培养 10 代
,

并记载每

世代每瓶的分化芽数
,

培养条件为光照16 H / D
,

光强

2
,

(X洲卜 3
,

(MX)LU X
,

温度2 0一 2 5℃
。

1
.

.2 3 生根培养

将增殖所得的芽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中
,

生根培

养基为 1 2/ M S + N A A
,

其 中N A A浓度 为 o
.

l m岁 L
、

.0 2m 夕飞
、

.0 3m 岁工
、

.0 4卿酬L
,

每处理接种 1 0瓶种 10个

芽
,

3次重复
,

培养条件为光照 16 H丫D
,

光强 5
,

(兀旧一

10, 0 0 0 L U X
,

温度 2 0一25 ℃
,

3 0天后统计平均生根数
、

根长
。

1
.

.2 4 炼苗基质试验

将生根获得的生根苗从瓶内取出
,

洗掉培养基
,

栽植在基质中
,

其基质为 I :
珍珠岩

,

n
: 12/ 珍珠

岩 + 12/ 草炭
,

111
:

蛙石
,

W : 12/ 蛙石 +1 2/ 草炭 V
:
3份

珍珠岩 + 3份草炭 十 4份草炭
,

按同一措施精心管理
,

3 0天后
,

统计成活率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诱导培养

各下埋外植体在 20 天后开始变绿
,

最早分化芽

收稿 日期
:
20() 3一 03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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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倍教
的在 0 3天出现不定芽

,

接着幼芽开始伸长
,

50 天后调

查多芽体的数量如表 1
,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外植体的

诱导分化差异显著 ( F = 5
.

123
* * )

,

花托的诱导分化

能力最强
,

每个外植体出芽在 2
.

1 8一 6
.

20 ;其次为茎

尖
,

平均每个外植体 出芽数为 .0 3 4一 0
.

87 个
,

而花尊

的诱导分化能力最弱
,

只有 0
.

1 5一 .0 31 个
,

这可能与

不同外植体的组织结构状况有关
,

同时可以看出品

种间也有很大差异 ( F = .4 7 81 * )
,

黄绿心的诱导能力

强
,

黑心品种m o n

azr 的诱导能力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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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均

花托

花粤

茎尖

不同品种和外植体间诱导能力分化差异 B A浓度不同世代中对增殖倍数的影响图

N a匕 幻巧
Q

u e e n M o

anz
表 3 世代内B A + N A A的最佳配方及增殖倍数

表世代数 最佳激素浓度配合 最佳一平均 出芽数

.2 2 不 同B A
、

N A A浓度对增殖培养 中不定芽数 的

影响

从表 2中可见
,

N A A对增殖倍数影响不显著
,

而

B A的作用十分显著
,

其中B A为 s m留 L时
,

作用最

大
,

即平均每个芽能增殖 .6 29 个芽
,

当B A浓度高于 5

m岁 L时
,

芽 的增殖有抑制作用
,

小于 s m酬 L时
,

则

不能满足分化所需的有效成份
,

从图中还可 以看 出

B A在不同世代影响大小有显著差异
,

( F = .4 0 56
* *

* )
,

在低世代 1一 3代
,

使用 高浓 度 g m 今飞
、

11 m 罗飞

时
,

增殖倍数高
,

在高世代
,

即 4代 以后
,

B A 为 s m留L

时增殖倍数较高
,

B A 为 3m g / L次之
,

B A 为 7m留 L
、

g m 岁飞更次之
,

B A为 ll m 岁飞最差
,

且 B A浓度越高其

增殖倍数下降趋势越快
,

这可能是低世代时植体内

的激素水平较低
,

随着培养世代增加
,

培养体内逐

渐累积 B A
、

N A A激素的需求就逐渐下降
,

至维持在

一个恒定的水平就能满足较高增殖倍数的需要
。
B A

浓度越高的处理
,

积 累的速度 也愈快
,

当达到一定

水平时
,

再用高浓度的B A就会产生抑制作用
,

如果

B A浓度低的处理
,

则反之
。

B A l l + N A AO
.

4

B A l l + N A A O
.

4

B A g + N A A O
.

3

B A g+ N A A O
.

3

B A 7+ N A A O
.

2

B A S+ N A A O
.

2

B A S+ N A A O
.

2

B A S十 N A A O
.

2

B A S+ N A A O
.

2

B A S十 N A A O
.

2

6 10 d

4
一

2 9 C

7
一

3 1e

8
.

O7 b

8
.

15 b

9
,

仪 ) a

9
.

10a

9
一

0 8a

8
.

9 1 a

9
一

0 1a

58巧3420 00
, 1

23700600612176
一ó00294

门L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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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是 10 个边续对应增殖培养世代中
,

每一世代

的最佳激素配方
,

可以看出B A
、

N AA在世代间的变

化规律
。

由上分析可知
,

在非洲菊工厂化生产时
,

低世代

15 代宜选择较同激素浓度
,

B A浓度9 ll m留L
,

在高世

代第 6代 以后宜选用 B A S + N A A O
.

2
。

.2 3 生根培养

培养 15 天
,

少数瓶已生根
,

20 天大部分生根
,

且

部分根 已 cZ m
,

30 天后 大部分根已经老熟
,

可以移

栽
,

统计如表 4
,

可以看出3号处理根数最多
,

其次为2

号
、
4号

、

1号处理
,

2号处理的根最长
,

其次是 3号
、
1

号
、

4号得理
,

因根长对移栽成活不利
,

综合考虑
,

3号

处理效果最佳
,

其生根数最多
,

根长适中
。

表 2 不同B A
、

N AA对增殖倍数的影响

B A对增殖倍数的作用 N八A对增殖倍数的作用

B A浓度 m岁I
·

增殖倍数 N A A浓度 增殖倍数
顺序号

表 4 不同N AA浓度对生根的影响

生根配方 平均根数

234
5

、

2 6 e 5
.

3 1a

6
.

2 9 a

5 6 2b

5
.

5 4 a

5
.

8 2a

1 / ZM S+ N A A O
.

1

1 / ZM S+ N A A O
一

2

1 / ZM S+ N A A O
.

3

1 / ZM S+ N A A O
.

4

0
一

7 7 e

1
.

5 3 b

3
.

1 a0

1
.

6 7d

根长

1
.

5 4 C

3
.

6 3a

2
一

5 l b

1
.

37 e

01似03

5
.

5 4b

5
.

1 2d
.2 4 不同基质对炼苗成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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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基质对炼苗成活率的影响

顺序号 基质配方 成活率 (% ) 株高

5
.

2 3

6
.

1 2

叶数

2
一

19

根长

珍珠岩

12/ 珍珠岩+ 12/ 草炭

蛙石

1 2/ 缝石+ 1/ 2草炭

67
.

9 1e

8 1
.

2 4 b

7 3
.

0 1 C

83
、

12 b

5
.

17

6
.

0 7

6
.

54

2
一

3 8

2
一

0 7

2 2 5

3
.

69

2
.

5 4

3
.

3 7

.2 87

3
.

3 5

3
一

1 5

从表 5可以看出
,

炼苗基质 5号配方成活率最高
,

达91
。

%3
,

显著优于其他基质的成活率
、

株高
、

叶数

也优于其它配方
,

且根适中
,

故为最佳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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