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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激素对丽格海棠组织培养快繁的影响
于非，王禹

（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６９）

摘　要：根据目前丽格海棠组织培养快繁现状，研究了以 ＭＳ培养基为基础附加不同种类和配比植物激素对丽格海

棠组织培养中不定芽再生、不定芽继代增殖和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丽格海棠不定芽再生的最佳植物激素配比为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ＴＤＺ或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２．４－Ｄ；不定芽继代增 殖 的 最 佳 植 物 激 素 配 比 为

ＭＳ＋２ｍｇ／Ｌ　６－ＢＡ＋０～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组培苗生根的最佳植物激素配比为 ＭＳ＋０．１～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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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格海棠又名玫瑰海棠，为秋海棠科秋海棠属

的多年生草本花卉［１］，当今世界著名的盆栽花卉之

一，具有极高的观赏及经济价值。其花色鲜艳，花色

品种多，不但是优质园林绿化用花，还是优良的家庭

用花。据调查仅黑龙江省海棠每年园林绿化用花在

２０００万盆以 上，家 庭 用 盆 花 每 年 在５０万 盆 左 右。

具有较高的观赏和经济价值的室内花卉，开发前景

极其广阔［２］。

丽格海棠目前的传统繁育方式是有性繁殖和无

性繁殖。有性繁殖即种子播种，由于丽格海棠是杂

交的产物，胚胎发育不完全，所以不宜发芽，开花后

结籽少，种子发芽率很低，不能保持母本的优良特性

等缺点，一般种子播种不作为商业化生产的繁育手

段；无性繁育即茎段扦插，丽格海棠对环境条件要求

高，分蘖力弱，茎段扦插成活率与繁殖系数低，种质

退化严重［３］，并且长期无性繁殖还会造成病毒在植

物体内传递累积，严重影响花卉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很难满足当前花卉产业发展的要求。本试验通过植

物激素对丽格海棠组织培养快繁体系的研究，筛选

出适合丽格海棠组织培养快繁的培养基，为建立丽

格海棠再生体系奠定基础，提高丽格海棠商品化生

产效率提供技术支持［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试验采用丽格海棠品 种 巴 克 斯（Ｂａｒｋｏｓ），采

集地点为黑 龙 江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园 艺 分 院 智 能 化 温

室。将采 集 成 熟 的 鲜 嫩 叶 片 在 自 来 水 下 流 冲 洗

２０ｍｉｎ，置于超净工作台中，酒精消毒２０ｓ，蒸馏水冲

洗两次，０．１％的 升 汞 消 毒５ｍｉｎ，蒸 馏 水 冲 洗２次，

沿着主叶脉方向切成１ｃｍ×１ｃｍ大小的叶片组织，

接种到不定芽分生培养基上。

１．２　培养基试验

１．２．１　植 物 激 素 对 丽 格 海 棠 不 定 芽 分 生 的 影 响。

诱导不定芽分生的基础培养基为 ＭＳ培养基，附加

不同浓度的６－ＢＡ、ＴＤＺ和２．４－Ｄ，共 组 成９种 培 养

基，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

０．１ｍｇ／Ｌ　ＴＤＺ；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２ｍｇ／Ｌ
ＴＤＺ；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３ｍｇ／Ｌ　ＴＤＺ；ＭＳ＋

２ｍｇ／Ｌ　６－ＢＡ；ＭＳ＋３ｍｇ／Ｌ　６－ＢＡ；ＭＳ＋１ｍｇ／Ｌ　６－
ＢＡ＋０．１ｍｇ／Ｌ　２．４－Ｄ；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２ｍｇ／

Ｌ　２．４－Ｄ；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３ｍｇ／Ｌ　２．４－Ｄ。每

种培养基接种４０个叶片，４个叶片接种 在 一 瓶 内，

共计１０瓶，４周后观察其不定芽分生情况。

１．２．２　植物 激 素 对 丽 格 海 棠 不 定 芽 继 代 增 殖 的 影

响。将诱导培养基中已分生的不定芽切下接种到继

代增殖培养基中，继代增殖培养基为 ＭＳ附加６－ＢＡ
和ＮＡＡ，共 组 成９种 培 养 基，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３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０．５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２ｍｇ／Ｌ　６－ＢＡ；ＭＳ＋２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２ｍｇ／Ｌ　６－ＢＡ＋

０．３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 ｍｇ／Ｌ　６－ＢＡ＋０．５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３ｍｇ／Ｌ　６－ＢＡ。４周 继 代１次，观 察 高

度大于２．５ｃｍ 的不定芽增殖情况。

１．２．３　植 物 激 素 对 丽 格 海 棠 生 根 的 影 响。将 高 度

大于２．５ｃｍ的组培苗切下接种到生根培养基中，生

根培养基为 ＭＳ附 加ＩＢＡ和 ＮＡＡ，共 组 成９种 培

养基，ＭＳ＋０．１ｍｇ／Ｌ　ＩＢＡ；ＭＳ＋０．１ｍｇ／Ｌ　ＩＢＡ＋
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０．１ｍｇ／Ｌ　ＩＢＡ＋０．３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ＭＳ＋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
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０．３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０．５ｍｇ／Ｌ　ＩＢＡ；ＭＳ＋０．５ｍｇ／Ｌ　ＩＢＡ＋
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ＭＳ＋０．５ｍｇ／Ｌ　ＩＢＡ＋０．３ｍｇ／Ｌ

ＮＡＡ。４周后观察其生根情况。

１．３　培养条件

试验采 用 的 培 养 基 均 为 含３０ｇ／Ｌ蔗 糖，７ｇ／Ｌ
琼脂，ｐＨ＝５．７，培养室温度２６±２℃，光照１２００ｌｘ
左右，每天光照１０～１２ｈ，４周后调查分生倍数和平

均株高。生根培养２周后调查生根率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适合不定芽分生的植物

　　本试验以植物激素６－ＢＡ、ＴＤＺ和２．４－Ｄ作为供

试因子，研究了三者对丽格海棠不定芽分生的结合

效应。从表１得出，外植体在大部分培养 基 上７～
１０天均分生出不定芽，随着６－ＢＡ浓度的升高，不定

芽产生速度加快，再生比率也增高，但当６－ＢＡ浓度

达到３ｍｇ／Ｌ时，不定芽出现褐化现象，且随着浓度

升高，越来越 严 重；６－ＢＡ和 ＴＤＺ、２．４－Ｄ同 时 使 用，

ＴＤＺ和２．４－Ｄ浓度达到０．３ｍｇ／Ｌ时，不定芽出现褐

化现象；随着ＴＤＺ和２．４－Ｄ浓度的升高，叶 片 产 生

的愈伤越来越多，且不易分化出不定芽。综合以上

因素，最佳不定 芽 分 生 的 培 养 基 为 ＭＳ＋１ｍｇ／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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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０．１ｍｇ／Ｌ　ＴＤＺ 或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０．１ｍｇ／Ｌ　２．４－Ｄ。
表１　植物激素对不定芽分生的影响

培养基组合 不定芽再生比率（％） 不定芽生长势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６２．７　 ３０ｄ分化出不定芽，芽呈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ＴＤＺ　 ８７．３　 １０ｄ分化出不定芽，芽呈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２ｍｇ／Ｌ　ＴＤＺ　 ８２．６　 １０ｄ分化出不定芽，芽呈绿色，外植体易形成愈伤，不易分化不定芽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３ｍｇ／Ｌ　ＴＤＺ　 ８３．２　 １０ｄ分化出不定芽，芽呈绿色，外植体易形成愈伤，不易分化成不定芽

ＭＳ＋２ｍｇ／Ｌ　６－ＢＡ　 ８８．２　 ７ｄ分化出不定芽，芽呈黄绿色

ＭＳ＋３ｍｇ／Ｌ　６－ＢＡ　 ９３．６　 ７ｄ分化出不定芽，呈黄绿色，外植体形成大面积愈伤组织且褐化严重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２．４－Ｄ； ９０．７　 １０ｄ分化出不定芽，分化快，呈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２ｍｇ／Ｌ　２．４－Ｄ； ８７．９　 １０ｄ分化出不定芽，分化快，呈黄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３ｍｇ／Ｌ　２．４－Ｄ； ９０．５　 ７ｄ分化出不定芽，分化快，呈黄绿色，外植体形成大面积愈伤组织且褐化严重

２．２　适合不定芽继代增殖的植物激素

　　本实验以植物激素６－ＢＡ和ＮＡＡ作 为 供 试 因

子，研究了 二 者 对 丽 格 海 棠 不 定 芽 继 代 增 殖 的 结

合效应。从表２得 出，随 着６－ＢＡ浓 度 的 增 高，不

定芽分化速度加快和增 殖 倍 数 提 高，但 当６－ＢＡ浓

度 达 到３ｍｇ／Ｌ时，芽 生 长 势 减 弱；随 着 ＮＡＡ浓 度

的提高易生成根，根 生 成 后 不 定 芽 增 殖 速 度 减 慢，

因此，丽格海棠不定芽增殖 的 最 佳 培 养 基 为 ＭＳ＋
２ｍｇ／Ｌ　６－ＢＡ＋０～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增殖系数 可 达

５．８。
表２　植物激素对不定芽继代增殖响

培养基组合 不定芽增殖系数 不定芽生长势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３．２ 不定芽增殖慢，呈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　 ４．６ 不定芽增殖慢，呈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３ｍｇ／Ｌ　ＮＡＡ　 ４．３ 不定芽增殖慢，呈绿色

ＭＳ＋１ｍｇ／Ｌ６－ＢＡ＋０．５ｍｇ／ＬＮＡＡ　 ３．９ 不定芽增殖慢，呈绿色，易产生根

ＭＳ＋２ｍｇ／Ｌ　６－ＢＡ　 ５．６ 不定芽增殖快，呈绿色

ＭＳ＋２ｍｇ／Ｌ６－ＢＡ＋０．１ｍｇ／ＬＮＡＡ　 ５．８ 不定芽增殖快，呈绿色

ＭＳ＋２ｍｇ／Ｌ６－ＢＡ＋０．３ｍｇ／ＬＮＡＡ　 ５．５ 不定芽增殖慢，呈绿色，易产生根

ＭＳ＋ｍｇ／Ｌ６－ＢＡ＋０．５ｍｇ／ＬＮＡＡ　 ５．３ 不定芽增殖慢，呈绿色，易产生根

ＭＳ＋３ｍｇ／Ｌ　６－ＢＡ　 ６．１ 不定芽增殖快，呈黄绿色

２．３　适合组培苗生根的植物激素

　　本实 验 以 植 物 激 素ＩＢＡ和 ＮＡＡ作 为 供 试 因

子，研究了二者对丽格海棠组培苗生根的结合效应。

从表３得出，ＩＢＡ浓度的升高对丽格海棠组培苗生

根有促进作用，但ＩＢＡ浓度达到０．３ｍｇ／Ｌ以上，对

组培苗生长有 抑 制 作 用，添 加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可 以

促进组培苗生长，但当ＮＡＡ浓度达到０．３ｍｇ／Ｌ以

上，出现 叶 片 枯 萎 现 象，因 此，组 培 苗 生 根 可 选 用

０．１～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可添加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促进组

培苗生长。
表３　植物激素对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培养基组合 生根条数 组培苗生长势

ＭＳ＋０．１ｍｇ／Ｌ　ＩＢＡ　 ４ 组培苗生长快，叶色浓绿，根生长快

ＭＳ＋０．１ｍｇ／Ｌ　ＩＢＡ＋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　 ５ 组培苗生长快，叶色浓绿，根生长快

ＭＳ＋０．１ｍｇ／Ｌ　ＩＢＡ＋０．３ｇ／Ｌ　ＮＡＡ　 ３ 组培苗生长快，根生长快，叶片易枯萎

ＭＳ＋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　 ５ 组培苗生长快，叶色浓绿，根生长快

ＭＳ＋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　 ４ 组培苗生长快，叶色浓绿，根生长快

ＭＳ＋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０．３ｇ／Ｌ　ＮＡＡ　 ２ 组培苗生长快，根生长快，叶片易枯萎

ＭＳ＋０．５ｍｇ／Ｌ　ＩＢＡ　 ６ 组培苗生长快，叶色黄绿，根生长快

ＭＳ＋０．５ｍｇ／Ｌ　ＩＢＡ＋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　 ５ 组培苗生长快，叶色黄绿，根生长快

ＭＳ＋０．５ｍｇ／Ｌ　ＩＢＡ＋０．３ｇ／Ｌ　ＮＡＡ　 ２ 组培苗生长快，根生长快，叶片易枯萎

３　结论与讨论

丽格海棠组织培养快繁体系最佳的不定芽再生

培养 基 植 物 激 素 组 合 为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
０．１ｍｇ／Ｌ　ＴＤＺ或 ＭＳ＋１ｍｇ／Ｌ　６－ＢＡ＋０．１ｍｇ／Ｌ
２．４－Ｄ，培养４周后再生率可达８７．３％；４周 后 将 再

生的不定芽从叶片切下，接种到继代增殖培养基上，

最佳 的 不 定 芽 继 代 增 殖 培 养 基 激 素 组 合 为 ＭＳ＋
２ｍｇ／Ｌ　６－ＢＡ ＋０～０．１ｍｇ／Ｌ　ＮＡＡ，增殖系数可达

５．８，根据具体需 求 可 继 续 进 行 增 殖，每４周 继 代 一

次；将高度为２．５ｃｍ以上的组培苗转接到生根培养

基上，最 佳 的 生 根 培 养 基 激 素 组 合 为 Ｍ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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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ｍｇ／Ｌ　ＩＢＡ，组培苗生根后且长度达到５ｃｍ以上

可移栽驯化。

从实验得出，随着细胞分裂素浓度的增加，对不

定芽再生和增殖均有促进作用，但当浓度超出一定

范围时，对不定芽再生和增殖起到了抑制的作用；高
浓度的ＩＢＡ对 丽 格 海 棠 组 培 苗 的 生 根 和 生 长 有 促

进作用，但是浓度越高在促进生根的同时也影响了

组培苗的生长，出现黄叶枯萎现象。因此，在生产中

应结合不定芽和组培苗生长势而调节激素浓度。丽

格海棠组培苗叶片和茎较脆，在生根时建议切成丛

状，利于生根和驯化。

参 考 文 献

［１］张瑞越，季勤，李 燕．培 养 及 接 种 方 式 对 丽 格 海 棠 组 培 快
繁的影 响．淮 阴 师 范 学 院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０９，８
（０３）：２４６－２４９．

［２］曹福亮，陈颖，桂 仁 意．丽 格 海 棠 组 培 快 繁 技 术 体 系 的 建

立及优化［Ｊ］．林业科技开发，２００９，２３（０５）：８２－８４．
［３］张文珠，林德钦．丽格海棠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Ｊ］．广

西热带农业，２００５（０３）：９－１１．
［４］韩建军，张 淑 丽．丽 格 海 棠 组 培 中 间 繁 殖 体 增 殖 技 术 的

简化与优化［Ｊ］．中国林副特产，２００４（０２）：２７－２９．
［５］任启闯．丽格海棠离体快繁技术的研究［Ｄ］．合肥：安徽 农

业大学，２００８．
［６］文锦芬，邓明 华，施 卫 省 等．丽 格 海 棠 离 体 培 养 植 株 再 生

关键技术的研究［Ｊ］．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理 工 版），２００６
（０２）：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４．

［７］韩超．丽格海棠组织培养技术体系研究［Ｄ］．保定：河北 农
业大学，２００５．

８］张 云 峰，李 静，邢 宇 俊，等．丽 格 海 棠 再 生 体 系 建 立 的 研 究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０３）：６６３－６６４．

［９］达克东，张 松，姜 璐 琰，等．丽 格 海 棠 离 体 叶 片 培 养 不 定
芽发生 和 微 繁 研 究［Ｊ］．山 东 农 业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０２（０１）：９３－９５．

［１０］耿明清．丽格海棠叶片的组织培养［Ｊ］．辽宁师专学报（自
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０１）：９９－１０１．

［１１］陈林晶，张 熹 涛，曹 玉 凤，等．丽 格 海 棠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的
研究［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２（２２）：１２２－１２４．

　　　　 　　　　　　
　　　　图１　丽格海棠叶片不定芽再生　　　　　　　　　　　　　　图２　丽格海棠不定芽增殖

　　　　 　　　　　
　　　　图３　丽格海棠组培苗生根　　　　　　　　　　　　　　　　图４　丽格海棠组培苗

３１

２０１９年 于非等：植物激素对丽格海棠组织培养快繁的影响 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