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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珍稀多肉植物霓虹灯玉露幼嫩花茎为外植体，以 ＭＳ为基本培养基，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对其
诱导分化、增殖培养、生根培养的影响，试图筛选出组培快繁各环节的最佳培养基配方。结果表明，霓虹灯玉露的最佳

诱导培养基为ＭＳ＋０．２ｍｇ／ＬＮＡＡ＋３．０ｍｇ／Ｌ６－ＢＡ，诱导率最高为９７．７８％；最佳继代增殖培养基为ＭＳ＋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１．０ｍｇ／Ｌ６－ＢＡ，增殖系数为８．４１，最适的生根培养基为ＭＳ＋０．３ｍｇ／ＬＮＡＡ＋０．３ｍｇ／Ｌ６－ＢＡ，平均生根数
为５．１６条，生根率为１００．００％。试验建立了珍稀多肉植物霓虹灯玉露的组织培养与快速扩繁体系，可为其规模化生
产提供技术支撑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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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露（ＨａｗｏｒｔｈｉａｃｏｏｐｅｒｉＢａｋｅｒ）为百合科十二卷属多肉植
物［１］，其肉质叶通透似玉、晶莹圆润，如同艺术品般可摆放于

阳台或书桌上，因此，备受多肉植物爱好者的欢迎。玉露园艺

品种繁多，因其叶色晶莹剔透且富于变化而受到人们的追捧，

从而导致行情火爆、价格偏高［２］。

霓虹灯玉露是多肉植物中的经典品种，源自南非原始种大

卫玉露和冰灯玉露杂交的锦斑变异。该品种以大而透亮的窗、

光滑呈紫黑色的叶片，以及色彩斑斓的锦斑而具有极高的观赏

价值。霓虹灯玉露目前主要采用扦插繁殖，较低的繁殖系数导

致其仅有较少的市场存量，因而其价格持续走高［３］。研究表

明，不同多肉植物根据自身特性，可以用不同的诱导方式以及

增殖手法来进行组培扩繁［４］。本试验以霓虹灯玉露为材料，试

图建立该珍稀多肉植物的组织培养与快速扩繁体系，为其规模

化种苗繁殖提供技术支撑，满足多肉爱好者的市场需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材料为珍稀多肉植物霓虹灯玉露的幼嫩花茎。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无菌材料的获得　将选取的培养材料用流水冲洗
２ｈ，用滤纸吸干水分后先用１％次氯酸钠浸泡３ｍｉｎ，并用无
菌水冲洗３～４次，然后用７５％乙醇浸泡１０ｓ，用无菌水冲洗
３～４次。将消毒后的材料置于无菌滤纸上，剪切成 １ｃｍ左
右的小段。

１．２．２　培养基的筛选　针对不同培养阶段，分别设置９个不
同类型的培养基，其中诱导培养基为 ＭＳ＋ＮＡＡ（０．１、０．２、

０．３ｍｇ／Ｌ）＋６－ＢＡ（２．０、３．０、４．０ｍｇ／Ｌ）；增殖培养基为ＭＳ＋
ＮＡＡ（０．１、０．２、０．３ｍｇ／Ｌ）＋６－ＢＡ（０．５、０．８、１．０ｍｇ／Ｌ）；生
根培养基为 ＭＳ＋ＮＡＡ（０．１、０．２、０．３ｍｇ／Ｌ）＋６－ＢＡ（０．１、
０３、０．５ｍｇ／Ｌ）。以ＭＳ培养基作对照，每种培养基接２０瓶，
每瓶接种３个，３０ｄ统计生长情况，筛选出适合的诱导培养
基、增殖培养基、生根培养基。其中诱导率＝诱导出芽的外植
体数／外植体总数×１００％；增殖系数＝产生的新苗数／接种苗
数；生根率＝生根苗数／接种苗数 ×１００％；平均根数 ＝总根
数／接种苗数。
１．２．３　培养条件　培养基均添加蔗糖３０ｇ／Ｌ、琼脂５ｇ／Ｌ，调
节ｐＨ值至５．８～５．９，配制分装后１２１℃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培
养温度（２４±１）℃，光照时间１０ｈ／ｄ，光照度２０００ｌ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诱导分化
将外植体接种到９种不同的诱导培养基上，７ｄ后发现部

分外植体切面开始逐渐膨大，但是没有愈伤组织形成；约２１ｄ
后逐渐形成绿色、蓬松的颗粒状愈伤组织；约２８ｄ后颗粒状
愈伤组织表面出现圆形隆起并陆续分化为幼小芽体，芽体逐

步变大（图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不同浓度的 ＮＡＡ和６－ＢＡ配比对霓
虹灯玉露花茎诱导分化有明显影响，当培养基为 ＭＳ＋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６－ＢＡ３．０ｍｇ／Ｌ时，诱导率最高为９７．７８％，显著
高于其他培养基，是最适合霓虹灯玉露的诱导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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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激素配比对霓虹灯玉露花茎诱导分化的影响

处理
ＮＡＡ浓度
（ｍｇ／Ｌ）

６－ＢＡ浓度
（ｍｇ／Ｌ）

诱导率

（％）

１ ０．１ ２．０ ３５．００±４．４１ｇ
２ ０．１ ３．０ ６１．６７±３．３３ｅｆ
３ ０．１ ４．０ ５６．１１±４．１９ｆ
４ ０．２ ２．０ ７６．６７±６．０１ｃ
５ ０．２ ３．０ ９７．７８±２．５５ａ
６ ０．２ ４．０ ９０．５６±３．４７ａｂ
７ ０．３ ２．０ ７１．６７±５．００ｃｄ
８ ０．３ ３．０ ６９．４４±５．０９ｄ
９ ０．３ ４．０ ８４．４４±７．５２ｂ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２、表３同。

２．２　增殖培养
从表２可见，将诱导出的芽转接到不同增殖培养基上，

１４ｄ后开始形成丛生芽。培养基为 ＭＳ＋０．１ｍｇ／ＬＮＡＡ＋
１０ｍｇ／Ｌ６－ＢＡ时，增殖倍数达到８．４１，显著高于除处理２
以外的其他培养基。因此，ＭＳ＋０．１ｍｇ／ＬＮＡＡ＋１．０ｍｇ／Ｌ
６－ＢＡ是最适宜霓虹灯玉露快速繁殖的增殖培养基。

表２　不同激素配比对霓虹灯玉露增殖培养的影响

处理
ＮＡＡ浓度
（ｍｇ／Ｌ）

６－ＢＡ浓度
（ｍｇ／Ｌ） 增殖系数

１ ０．１ ０．５ ７．８０±０．２２ｂ
２ ０．１ ０．８ ８．２６±０．５３ａｂ
３ ０．１ １．０ ８．４１±０．４８ａ
４ ０．２ ０．５ ５．９７±０．４２ｄ
５ ０．２ ０．８ ６．１０±０．２９ｃｄ
６ ０．２ １．０ ４．７７±０．４０ｅ
７ ０．３ ０．５ ６．５７±０．３８ｃ
８ ０．３ ０．８ ６．４３±０．２３ｃｄ
９ ０．３ １．０ ７．８２±０．３１ｂ

２．３　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产生的丛生苗分割，转接到９种不同的生根

培养基上，约 ３０ｄ后开始生根，当 ＮＡＡ浓度为 ０．３ｍｇ／Ｌ、
６－ＢＡ浓度为０．３ｍｇ／Ｌ时，幼苗生根率最高，达１００％，且每
个苗可生成４～６条根（图２、表３），是最佳的生根培养基。当
苗生长健壮，在叶片顶端形成该品种所特有的“窗”（叶子顶

端透明的部分）之后即可移栽。

２．４　驯化移栽
打开瓶盖炼苗３～５ｄ后，取出洗净根部琼脂，置于通风

干燥处风干，然后栽入灭菌好的基质（草炭、蛭石体积比 ＝
３∶１），待其长出新根。移栽后基质应保持湿润，避免积水，以

表３　不同激素配比对霓虹灯玉露试管苗生根培养的影响

处理
ＮＡＡ浓度
（ｍｇ／Ｌ）

６－ＢＡ浓度
（ｍｇ／Ｌ）

平均生根数

（条）

生根率

（％）
１ ０．１ ０．１ ２．６７±０．２０ｆ ８０．００±７．６４ｅ
２ ０．１ ０．３ ３．３５±０．４３ｄｅ ８６．１１±９．４８ｃｄ
３ ０．１ ０．５ ３．０９±０．３７ｅｆ ９０．５６±７．８８ｃ
４ ０．２ ０．１ ３．２３±０．３６ｅ ８４．４４±６．７４ｄｅ
５ ０．２ ０．３ ３．７４±０．５１ｃｄ ９３．３３±６．０１ｂｃ
６ ０．２ ０．５ ４．１７±０．４１ｂｃ ９５．００±３．３３ｂ
７ ０．３ ０．１ ３．９３±０．３４ｃ ８７．２２±１１．７１ｃｄ
８ ０．３ ０．３ ５．１６±０．５１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９ ０．３ ０．５ ４．６４±０．５２ｂ ９５．００±６．０１ｂ

防烂根；玉露对光线较敏感，应放在低光照、阴凉的通风透气

处，避免阳光直射。每月可以施１次稀薄液肥，施肥时间宜选
择天气晴朗的上午或傍晚。约３０ｄ后玉露幼苗可形成新根
并开始正常生长，成活率可达９０％以上。

３　讨论与结论

在进行植物的组织培养过程中，外植体的选择非常关键，

叶片、花序和种子均可。相关研究表明，花序为最适外植体，

取材方便，不伤害母本，灭菌效果好，愈伤组织诱导率和丛生

芽分化率高，获得的种苗完全保留了母本的优良性状［５－７］。

本试验也采用花序作为外植体进行快繁，并取得了成功，证明

花序是十二卷属玉露组培快繁较为理想的材料。

霓虹灯玉露作为一种珍稀的多肉植物，具有非常高的观

赏价值和市场前景。为了保持玉露的优良性状，通常采用叶

插和底座繁殖等无性繁殖方式，这些繁殖方法容易损害母本，

且繁殖系数小、繁殖速度慢，导致玉露价格居高不下［８－９］。组

织培养是快速繁殖的最有效方法［７］。本研究利用组织培养

方法成功获得了霓虹灯玉露的组培苗，建立了优质组培苗工

厂化生产程序，能批量供应优质再生种苗；同时为玉露系多肉

植物的组培苗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参考，具有较好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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