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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仙 花 茎 段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研 究

雷亚灵 , 　李周岐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以八仙花带腋芽茎段为外植体 ,研究了其组织培养技术 。结果表明 :以 70 %酒精处理 30 s

+ 0.1 %升汞处理 10 mi n ,成活率可达 96 %;以 MS+ 62BA0. 5 mg/ L + IBA0. 5 mg/ L 为启动培养

基 ,诱导率可达 100 %;以 MS+ 62BA0. 5 mg/ L + IBA0. 3 mg/ L 为增殖培养基 ,培养 25 d ,增殖系

数可达 9. 2 ;以 1/ 2MS+ IBA0. 3 mg/ L 进行生根培养 ,生根率 100 % ,根长势良好且根毛区长达1. 1

cm ;移栽到以珍珠岩 ∶腐殖土 = 1 ∶2的基质中 ,覆盖地膜保湿 7 d ,成活率可达 8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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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ssue Cul ture of Stem Segment of Hydrangea macrophyl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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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ms wi th axi l lari es bud of H ydrangea macrophy l la were used as expl ants to conduce i n vit ro

cul ture. The resul ts showed that theopti mum disi nfector was 70 % alcohol for 30 seconds and HgCl 2 for 10

mi nutes. The i nduction culture medium wasMS+BA0. 5 mg/ L + IBA0. 5 mg/ L and the ratio of i nduction

was 100 %. Theopti mum multiplicat ion cul ture medi um wasMS+BA0. 5 mg/ L + IBA 0. 3 mg/ L and af ter

25 days multiplicat ion coeff icient was 9. 2. The rooti ng cul ture medi um was 1/ 2MS+ IBA 0.3 mg/ L and

the ratio of rooti ng was 100 % , and the root’s growth was bet ter and the length of di st rict root hair s was

1. 1 cm. When t ransplanted in pots with the medi ums of 1 perli te ∶2 humus, most of the seedi ngs could

grow well .

Key wor ds: Hydr angea macrophy l la ;stems with axil laries bud ; tissue culture

　　八 仙花 ( H ydrangea macrophy l la) 别名 粉团

花 、紫阳花 、草绣球 、阴绣球等 ,为虎耳草科植物 ,落

叶灌木 。我国各地园林与民间常有栽培 ,变种很多 。

八仙花花期夏季 ,花洁白丰满 ,大而美丽 ,其花色能

红能 蓝 , 令 人 悦 目 怡 神 , 是 常 见 的 盆 栽 观 赏 花

木 [ 1、5] ,开发利用价值较高 。

目前我国八仙花繁殖主要以扦插为主 ,这种方

式繁殖系数低 ,扩繁速度慢 ,不能满足园林绿地大面

积种植的需要 ,对新优品种进行快速繁殖和八仙花

的大规模工厂化生产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6、7 ] 。利用

现代生物技术进行快速繁殖在国外未见报道 ,国内

任叔辉等 [ 8、9] 对八 仙花 的组 织培 养技术 进行 过探

讨 ,但对其中的一些问题 ,如不同激素浓度对增殖培

养的影响等未作具体研究 ,且其诱导培养基导致外

植体愈伤化 ,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 ,以八仙花茎段为外植体 ,对其组织培养技

术进行更全面 、系统的研究 ,以及为我国八仙花的大

规模生产和新优品种的快速繁殖奠定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所用材料为蓝边八仙花 ,取自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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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方法

将材料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 (用毛刷刷干净叶

柄下的尘土) ,待用。

1. 2. 1 　消毒 　用 70%酒精 10～30 s不同梯度和

0. 1%升汞 4～14 min 不同梯度搭配 ,每个处理接种

50 瓶 ,每瓶接 1 个外植体 ,5 d 以后统计污染率 ,死

亡率及成活率 ,研究其最佳消毒方法 。

1. 2. 2 　启动和增殖培养 　以 MS基本培养基 ,添加

不同浓度的 BA 和 IBA ,组成 9种培养基 ,每种培养

基接种 50 瓶 ,每瓶接 1 个外植体 ,统计腋芽萌发的

比例及萌发芽的生长状况 ;同样以 MS为基本培养

基 ,添加不同浓度的BA 和 IBA ,组成 11 种培养基 ,

每个组合接种 50 瓶 ,每瓶接 3个带一个芽的无菌材

料 ,25 d 统计增殖系数 ,观察材料状态 。

1. 2. 3 　生根培养 　以 MS、1/ 2MS为基本培养基 ,

分别添加 0. 1、0. 2、0. 3、0. 4、0. 5 mg/ L 的 IBA ,选

取壮实的无菌苗 ,每种培养基接 50 瓶 ,每瓶 1 个材

料 ,25 d 统计生根率 、平均生根数及根毛区长度 ,研

究适合生根的培养基及 IBA 的浓度 。

1. 2. 4 　移栽 　以珍珠 岩 ∶腐殖土 = 1 ∶2 为基质 ,

用多菌灵灭菌 ,移栽后用地膜保湿 7 d 以上 ,观察其

移栽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消毒

八仙花茎段表面光滑 ,结构精密 ,消毒物质不易

渗入内部 ,故在消毒液中可以浸泡较长时间 。由表

1 中数据可以看出 ,在 70 %酒精中浸泡时间的长短

对消毒效果影响很大 。根据表中数据 ,最好的消毒

方式为 70 %酒 精浸 泡 30 s + 0. 1 %升汞 消 毒 10

mi n。
表 1 　茎段消毒处理结果

Tabl e 1 　The effects of stems di sinfection

编号 接种数 70 %酒精
处理/ s

0.1 %升汞
处理/ s

污染数/
污染率

死亡数/
死亡率

成活数/
成活率

(1) 50 10 6 50/ 100 % 0/ 0 0/ 0

(2) 50 20 6 50/ 100 % 0/ 0 0/ 0

(3) 50 30 6 41/ 82 % 0/ 0 9/ 18 %

(4) 50 10 8 50/ 100 % 0/ 0 0/ 0

(5) 50 20 8 45/ 90 % 0/ 0 5/ 10 %

(6) 50 30 8 21 %/ 42 % 0/ 0 29/ 58 %

(7) 50 10 10 32/ 64 % 0/ 0 18/ 36 %

(8) 50 20 10 8/ 16 % 0/ 0 42/ 84 %

(9) 50 30 10 2/ 4 % 0/ 0 48/ 96 %

( ) 5 % 3 6 % 3 %

( ) 5 % % 6 %

( ) 5 3 3 6 % % 5 %

2.2 　启动及增殖培养

通过调整 BA 和 IBA 的浓 度可以得到不同 的

诱导效果 ,但较高的 IBA 将会导致材料脱分化形成

愈伤组织 ,较高的BA 则会抑制分化芽的正常生长 。

试验 结 果表 明 ,在 MS + BA0. 5 mg/ L + IBA0. 5

mg/L 的培养基中 可以得到理想的培养效果 ,在接

种后 5 d 腋芽即开始萌发 ,10 d左右即能伸出叶片 ,

且无愈伤及其他异常情况出现 (如图 1) 。方差分析

表明 , IBA 对八仙花不定芽的启动培养呈极显著影

响 ( p = 0. 01) 。

图 1　腋芽萌发
Fig.1 　Sprouti ng of axill ar y bud

图 2 　(6) 号培养基增殖效果
Fi g. 2 　Proliferati ve ef fect NO .6 culture medi um

表 2 　不同浓度 BA 、IBA 对八仙花茎段启动培养的影响

Table 2 　Ef 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 rati ons of BA , IBA on

stem2segment cul ture of H. macrophyl l a

编号 BA/
( mg·L - 1)

IBA/
(mg·L - 1)

最早萌
发时间

芽生长
状况

(1) 0.1 0. 1 8 芽生长缓慢 ,长势弱

(2) 0.5 0. 1 5 芽生长较缓慢 ,侧芽超过顶芽

(3) 1.0 0. 1 6 芽生长缓慢 ,成丛生状

(4) 0.1 0. 5 5 芽生长较迅速 ,无愈伤

(5) 0.5 0. 5 5 芽生长迅速 ,无愈伤

(6) 1.0 0. 5 6 芽生长较迅速 ,无愈伤

( ) 5 芽生长迅速 ,叶柄基本出现愈伤

( ) 5 5 芽生长迅速 ,叶柄基本出现愈伤

( ) 5 芽生长迅速 ,叶柄基本出现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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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10 12 10/ 20 / 7/ 74

11 0 20 12 2/ 4 2/ 4 4 / 92

12 0 0 12 / 2/ 4 4 / 90

7 0 . 1 1. 0

8 0 . 1. 0

8 1 . 0 1. 0



表 3 　不 同激素浓度配比对增殖的影响
Table 3 　The ef fects of dif ferent phytohormoneson proliferat ion

编号 BA/
( mg·l - 1)

IBA/
(mg ·l - 1)

增殖
系数

材料
状态

(1) 0. 1 0.1 2.7 生长正常 ,无愈伤

(2) 0. 3 0.1 2.3 生长正常 ,无愈伤

(3) 0. 5 0.1 2.1 生长正常 ,无愈伤

(4) 0. 1 0.3 4.2 生长正常 ,无愈伤

(5) 0. 3 0.3 8.2 生长正常 ,无愈伤

(6) 0. 5 0.3 9.2 生长正常 ,无愈伤

(7) 0. 1 0.5 2.7 生长正常 ,但根部肿大

(8) 0. 3 0.5 3.2 生长正常 ,根部有愈伤

(9) 0. 5 0.5 3.5 生长正常 ,但根部出现大量愈伤

　　同样通过调整 BA 和 IBA 的浓度和比例来协

调顶芽和腋芽的生长 ,使其处于一个对整体较有利

的水平 。由表 1 可以看出 ,并非 BA 与 IBA 比值越

高增殖系数越大 。在试验中观察到 ,顶芽的快速生

长为增殖系数的提高提供了基础 ,而若顶芽不能快

速生长 ,而材料整体将长期处于较弱小的体积 ,很难

有高的增殖系数 。添加 0. 5 mg/ L IBA 的培养基中

材料普遍愈伤化 ,可见高生长素的培养基不适于八

仙花茎段的培养 ,任叔辉等 [8 ] 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

点 。通过表中数据比较 ,可以明显看出 , (6)号为最

佳的增殖培养基 (如图 2) 。方差分析表明 :BA 对八

仙花芽的诱导呈极显著差异 ( p = 0. 01) , IBA 对愈

伤组织的诱导呈显著差异 ( p = 0. 014 0) 。对诱导起

主要作用的为 BA ,其次为 NAA 与 IBA 存在交互

作用 并 且 对 愈 伤 组 织 诱 导 有 显 著 差 异 ( p =

0. 031 7) 。

2.3 　生根培养

由表 3 可以看出 ,利用 1/ 2MS培养基能成功诱

导八仙花生根 ,在一定激素浓度下虽然 MS培养基

也能诱导根原基的形成 ,并有部分根的出现 ,但达不

到移栽的要求 (如图 32a) ,不适宜八仙花的生根 培

养。在 1/ 2MS培养基中 ,随着 IBA 浓度的增大 ,诱

导率有所升高 ,且诱导根数也有所增多 。根毛区作

为根的生理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当 IBA 浓度达到

0.4 mg/ L 时 ,大大的减少 ,增大到 0. 5 mg/L 时则

完全没有根毛区 。综合比较各项参数 ,以 (8)号为最

佳生根培养基 (如图 32b) 。方差分析表明 : IBA 对

于八仙花不定芽的生根有重要的影响 。

图 3 　MSand 1/ 2MS

Fi g. 3 　The root of MS and 1/ 2MS

2.4 　炼苗及移栽

待根长到 2 cm时打开瓶口炼苗 3 d ,移栽基质

参考黄作喜等 [ 10 ] 扦插苗移栽的基质 (珍珠岩 ∶腐殖

土 = 1∶2) ,用多菌 灵灭菌 ,移栽后用地膜保 湿 7 d

以上 ,移栽到温室大棚中 ,成活率达 80 %以上 。
表 4 　不同培 养基 及 IBA 浓度对生根的影 响

Table 4　The ef fects of dif ferent cul ture media and density of IBA on root ing

编号 培养基 IBA/ ( mg·L - 1) 诱导率/ 诱导根数 根毛区长/ cm 根的状态

(1) M S 0. 1 39/ 4.0 0 只形成根原基 ,但没有长长

(2) 0. 2 34/ 4.4 0 只形成根原基 ,无根的伸出

(3) 0. 3 32/ 4.3 0 有根原基的出现 ,但无根伸出

(4) 0. 4 37/ 3.7 0 长到 0. 2～0. 3cm 左右即停止生长

(5) 0. 5 35/ 4.1 0 长到 0. 2～0. 3cm 左右即停止生长 ,有愈伤形成

(6) 1/ 2M S 0. 1 83/ 5.8 1. 3 生长速度快 ,形态正常

(7) 0. 2 87/ 6 1. 1 生长速度快 ,形态正常

(8) 0. 3 100/ 8.3 1. 1 生长速度快 ,形态正常

(9) 0. 4 100/ 9 0. 3 生长速度偏慢

(10) 0. 5 100/ 8.2 0 生长速度慢 ,有愈伤形成

3 　结论与讨论

消毒时先用 %酒精浸泡 3 ,利用酒精的强

渗透力 ,再用 %升汞浸泡 ,可取得理想的

消毒效果 。八仙花的诱导和增殖均以 MS为基本培

养基效果较佳 ,激素的浓度配比对八仙花的培养效

果有着显 著的 影响 ;在 启动 培养 时 添加 0. 5 mg/

LB 和 5 L IB 能取得较 好效果 ;添 加 5

LB 和 3 L IB 可达到最快的增殖速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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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生根时用 1/ 2MS+ IBA0. 3 mg/ L 可得到最好

效果。苗子的质量和移栽后的保湿是确保移栽成活

的两大关键因素 ,健壮的苗子移栽后用地膜保湿 7 d

以上一般都可以成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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