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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组培快繁与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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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述了花卉组培快繁与产业化发展现状 ,提出了当前花卉组培快繁产业化

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为今后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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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卉组培发展现状

　　近 20年来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 ,应用这一生物技术繁殖花卉 ,不仅使繁殖

速度极大地增加 ,也获得了新的无性繁殖途径 ,为解决名贵花卉种性退化、难以繁育等问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我国科研工作者利用组织培养手段繁育的花卉品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1)种子繁育难 ,从播种到开花生育期长的花卉。鹤望兰
[1 ]
是一种名贵花卉 ,在国内外很受

欢迎。但用常规的种子繁殖方法繁育 ,种子发芽难 ,发芽率低 ,培养至开花结实需 5年左右。利

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缩短成苗时间 ,达到大量快速繁殖的目的。

　　 ( 2)由于病毒侵染种性退化、花型衰败的花卉。香石竹是目前市场上较多的鲜切花之一 ,长

期利用无性扦插繁殖 ,受病毒感染 ,原种严重退化 ,花型变小。近几年来科研工作者用茎尖脱病

毒培养 ,保持其优良种性 [ 2]。一些采用分割鳞球茎进行无性繁殖的鳞球茎类花卉同样存在种原

退化现象 ,此类花卉的组织培养也逐渐兴起。

　　 ( 3)多倍体花卉品种。多倍体花卉不能正常产生种子 ,无法用传统的种子方法繁殖 ,植物组

织培养是保持品种、扩大种苗来源的重要方法。 目前市场上重要鲜切花重瓣满天星不能结子 ,

扦插繁殖率极低 ,速度慢。用带茎节的茎段培养于附加不同激素的培养基 ,分别经过暗培养、光

培养、增殖和生根 4阶段 ,为短期内提供苗木开辟了新途径 [3 ]。

　　国内外利用组织培养繁育较多的花卉是兰花科植物 ,它也是组培最早用于实践并取得成

功的例子。目前已培养成功的兰花 60个属。所用的外植体包括茎尖、茎段、根、花梗、花序等 ,

甚至还进行了兰花单细胞培养和原生质体培养 [4 ]。 近几年来天南星科的安祖花、白鹤芋、马蹄

莲 ,百合类的各种百合品种、大花萱草 ,从国外引进的小型玫瑰及其它优良品种的组织培养快

繁工作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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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花卉组培技术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工作者对 3 000多种植物进行了组培最佳培养基的筛选工作 ,但真正

应用于大规模产业化的组培植物主要是果树类作物及一些经济作物 ,全国已建成葡萄、苹果、

香蕉、马铃薯、甘蔗等快繁生产线 11条 ,供应试管苗达几千万株 ,生产的香蕉已进入国际市

场
[5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人民对花卉需求量增加 ,花卉组培苗向产业化发展势在必行。目

前花卉组培苗产业化发展较快的主要有香石竹、百合、大花惠兰、马蹄莲的组培苗也在向产业

化方向发展 ,但规模较小 ,未能真正形成气候。

　　限制我国花卉组培苗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2. 1　培养程序过于繁琐 ,成本高 ,科研成果不易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目前植物组织培养通常要经过 3个阶段 ,即外植体建立阶段、增殖培养阶段、生根培养阶

段 ,在这 3个阶段中所用培养基不相同 ,需要通过继代转苗培养 ,不同阶段需要不同配比的生

长调节素 ,不仅生产成本高 ,而且在大批量生产过程中 ,往往因操作失误导致污染。唐菖蒲 [6 ]用

花蕾外植体建立脱毒苗后 ,需分别继代于分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 ,分化培养基中必须附加

N A A、 6- BA和腺嘌呤 ,生根培养基中须附加 IBA,培养周期为 65天左右。脱毒微型薯在基本

M S培养基中既能生长茎叶又能生根 ,不需要外加激素 ,培养周期为 20天左右 ,生产工艺程序

简单、生产成本低。这就是脱毒微型薯组培容易形成产业化 ,而兰花、唐菖蒲等花卉不易形成产

业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2. 2　同一种花卉不同属、不同品种所用培养基不相同 ,重现性差

　　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卡特利亚兰组培苗进行研究 ,美国学者
[7 ]
的研究结果表明: 卡特利亚兰

茎尖或只带一对叶原基的茎尖分生组织在 Knudson 'c附加 100 mg· L
- 1椰奶液体培养基中培

养效果最佳 ,上海农科院
[8 ]
认为 M S附加 6- BA 5 m g· L

- 1
, N AA 0. 1 mg· L

- 1
固体培养基

中培养增殖效果最佳。 国内其他学者也做过这方面研究 ,结果不尽相同 ,归结原因主要是不同

品种的外植体培养方法不同 ,重现性差。有人曾致力于研究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卡特利亚兰茎

尖的培养基 ,但至今没有明确的结果。

2. 3　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差、开花难

　　天津绿化研究所成功地研究出大花惠兰组培苗培养基配方和小苗的移栽方法 ,但对大花

惠兰的开花生理没有完全了解 ,栽培方法掌握不好 ,成苗后不能开花 ,他们与南韩合作 ,所生产

的组培盆栽成活后 ,由韩国栽培开花。目前国内栽培工作者正力图解决大花惠兰和其他洋兰栽

培问题。

2. 4　花卉市场运转不良是阻碍花卉组培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不仅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受到市场的限制 ,其它高科技发展和推广同样受到市场的

挑战。这给我们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怎样以市场为导向 ,努力探索加快我国现有生物技术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 ,并使产业形成一定规模的新途径。

3　发展前景及建议

　　花卉组培快繁作为一种高新技术 ,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为了促进其产业化快速发展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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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3. 1　简化培养程序 ,降低生产成本 ,形成产业化配套体系

　　从事花卉组培快繁技术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应尽可能探索一次性成苗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

减少移苗次数 ,缩短培养周期。 尽量减少生长调节素的种类和用量 ,简化操作程序。并提供从

准备—制备培养基—分装—灭菌—接种—培养—移栽的一整套简化程序的工艺流程。 培养基

再次利用的方法以及用一般圆口玻璃瓶、塑料袋代替三角瓶 ,以增加每瓶接苗数 ,降低生产成

本。这些将是组培与快繁技术产业化发展研究的新课题。

3. 2　增加收入 ,有计划地采用先进设备和技术

　　荷兰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驰名世界的“花卉王国”的经验之一就是他们重视选育良种 ,采

用技术先进、系列配套的设施以及普遍推广高新技术。例如他们大量应用组织培养培育优良品

种 ,采用无土栽培和电脑控制温室的温、湿、光和灌溉系统及其它先进设备进行专业化生产 [9 ]。

目前我国花卉组培种苗的培育规模比较小 ,为了促进花卉业的发展 ,应适当增加投入 ,引进先

进设备和技术 ,繁育优良品种 ,形成生物技术快繁和温室配套栽培体系。

3. 3　疏通渠道 ,不断开拓花卉营销体系

　　花卉是一种鲜活、娇嫩的商品 ,如市场流通不畅 ,生产难以持续发展 ,花卉组培种苗的产业

化发展也难以进行。应尽快建立花卉批发或拍卖市场 ,实行产销结合 ,鼓励花农组织起来 ,建立

花农服务协会或联合体等不同形式的经济实体 ,以加强横向联系 ,沟通市场信息 ,摆脱卖花难

的现状 ,从而促进组培种苗的产业化发展 ,促进快繁生物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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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Fl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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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 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ti ssue cul ture and rapid propaga tion of f low er

industry , raised some questions in ti ssue cul 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f low er indust ry ,

g a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velop i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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