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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花香石竹组培技术研究 

张红 (德州学院农学系，山东德州253023) 

摘要 [目的]为单花香石竹种苗的工厂化生产提供理论指导。[方法]以单花香石竹花茎上的腋芽为外植体，M_s为基本培养基。通过 

无菌体系的建立、增殖和生根培养研究其组培技术。[结果]接种10 d后的污染率为 10％～20％。当BA浓度为0．5 mg／L时。30 d后基 

本无玻璃化现象发生。当BA浓度增加到 1．0和2．0mg／L时，30 d后单花香石竹组培苗有较严重的玻璃化现象。Ms+BA0．5 L+NAA 

0．01 L+活性炭0．5 L是其适宜的增殖培养基，增殖率高、组培苗生长健壮；1／2MS+NAA0．5 s／L+0．5 g／L活性炭是其适宜的生根培 

养基，生根迅速、质量好。[结论]该研究为单花香石竹组织培养选择培养基提供了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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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 O11 the Tissue Culture Tedmology of D／anthus carg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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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ct lObjectivej e aim WaS to provide theomtieal guidance f0r tIl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Diomlvas cargophyllus seedlings．[Method]WitIl tIle 
axilhnr buds on the flower stalk of D．cargophyUus as explants，MS as basic medium，its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was studied though the establishment． 

proliferation and rooting cultures of sterility system．1Result J e contamination rateⅧ 10％～20％ after 10 d since inoculation． ∞6-队 Ⅷ 0．5 
mg／L，tIlere was basically no vitrification phenomenon occun'ed after 30 d．When 6-BA increased to 1．0 and 2．0 mg／L．the tissue cuhured seedlings of 

D．cargophyllus hadiiiore serious vitrification phenomena after 30 d．MS +6-BA0．5丹／L+NAA0．01丹／L+0．5 L active carbonwasits suitable pm． 

1iferationm~unl，onwhichits proliferation ratewaSh岫 andthetissue cultured seedlings grew healthily．1／2MS+NAA0．5 g／L+active carbon0．5 

g／L was its suitable rooti,~medium，on which the ro0t Ⅷ fast with good quality．[Conclusion] e study provided experimental basis for selection 
of medium in the tissue culture of D．cargophyll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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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石竹(D／an&us Cargophyllus)又称康乃馨，属石竹科石 

竹属，原产南欧，为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按其花茎上花朵 

的数目和花的大小可分为单花香石竹和多花型香石竹，其中 

单花香石竹花大、色艳、花型美丽丰富，且产量高、花期长 J̈， 

是目前世界切花香石竹的主要类型。其常规繁殖常采用扦 

插，繁殖系数较低，且易造成病毒的积累，而通过组培技术可 

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无病毒苗木 J。笔者对单花香石竹的组 

培技术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其工厂化种苗的生产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单花香石竹鲜切花花茎上的腋芽。 

1．2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附加不 

同浓度的激素，在培养基中添加琼脂 8 蔗糖 30 g，增殖培养 

基和生根培养基另外附加了0．5 g／L的活性炭，pH 5．8～6．0， 

培养室温度为24～26℃，光照时数 12 h／d。 

1．3 研究方法 

1．3．1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外植体污染率及芽生长状况的影 

响。选取单花香石竹花茎上的腋芽，流水冲洗30 min，在无菌 

条件下用70％的酒精消毒 20 St再用0．1~HgCl2溶液消毒 5 

min，并加吐温 3～4滴，无菌水冲洗 3～5次，然后分别接种在 

Sl：MS+BA 0．5+NAA 0．1、s2：MS+BA 1．0+NAA 0．1和 s3： 

Ms+BA 2．0+NAA 0．1(激素后数字单位均为 ms／L，下同)3 

种培养基上，每种培养基接种 20瓶，每瓶接 1个材料。接种 

10 d后统计污染数，计算污染率并观察芽生长情况。 

1．3．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将初始培养 

获得的无菌苗剪成带 1个腋芽的茎段，分别接种于增殖培养 

基 Al：MS，A2：MS+BA 0．2+NAA 0．01，A3：MS +BA 0．2+NAA 

0．1，A4：MS+BA 0．5+NAA 0．01，A5：MS +BA 0．5+NAA 0．1， 

A6：Ms+BA 0．8+NAA0．01，A7：MS+BA0．8+NAA0．1中，每 

处理接种 10瓶，每瓶接3个材料，30 d后观察芽的生长情况。 

1．3．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生根的影响。取健壮的芽接到生 

根培养基 B1：1／2MS ，B2：1／2MS+NAA 0．01， ：1／2MS +NAA 

0．1，B4：1／2MS+NAA 0．5，Bs：1／2MS +NAA 1．0上，每处理接 

种 10瓶，每瓶接 3个材料，观察生根情况。 

表1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外植体污染率及芽生长状况的影响 

1 bIe 1 Effects ofdiffermt埘Iedi唧 formula锄 ponuaon rate and growth of eXl~ 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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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外植体污染率及芽生长状况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各种培养基发生污染的情况相差不大，污染 

率都在 10％～20％。30 d后观察成活外植体的生长状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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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 BA浓度的增加，芽的分化率有所增加，当BA浓度为 

0．5 mg／L时，基本无玻璃化的发生，但当 BA浓度增加到 1．0 

和 2．0 mg／L时 ，单花香石竹组培苗出现了较重的玻璃化现 

象[引，表现为叶片黄化，水浸状，不能形成正常的芽。 

2．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当培养基中不含BA时，组培苗不分化，生长缓慢，成苗率极 

低。而在 BA浓度为0．2和0．5 mg／L时，基本无玻璃化的发 

生，苗的长势都表现良好，叶色浓绿、茎杆健壮，但 BA浓度 

为 0．5 mg／L时，苗的分化率略高。添加了0．5 L的活性炭 

后，有效防止了玻璃化的发生，但当BA浓度为0．8 mg／L时， 

仍 出现 了玻璃化现象 ，虽然苗分化较多 ，但下部叶片出现了 

水浸状，叶色较淡。在相同的BA浓度下，NAA浓度由0．01 

mg／L增加到0．1 mg／L时，芽的分化率都略有降低，长势也略 

差。综合考虑认为，有利于香石竹增殖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Ms+BA 0．5 mg／L+NAA 0．01 ln L+活性炭0．5 g／L。 

2．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生根的影响 从表3可知，NAA浓 

表2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强h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OI1induction ofduster buds 

表3 不同培养基配方对生根的影响 

lhble 3 Eff ects ofdifferent hormone concentration on  rooting 

生根培 供试芽 生根芽 生根 根的生 
养基 数∥个 数∥个 率∥％ 长状况 
Rooting No．of Number of Rate of Growth 

inc~liuln tested buds rooted buds rooted buds of roots 

度在0．5 mg／L时，生根较多，根的质量较好；小于此浓度，生 

根量较低，根的质量较差；当NAA浓度增加到 1．0 mg／L时， 

·+ 一+ 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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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根的数量有区别，以 1／2 MS+I从 0．5 mg／I (或 IBA 0．5 

me／L)效果最佳。 

2．3 脱毒香石竹与未脱毒香石竹的田间比较 通过田问比 

较发现，脱毒香石竹花的颜色更鲜艳，色泽较好，产花量高， 

花裂萼少。 

3 小结与讨论 

香石竹丛生芽较易诱导，不同大小的茎尖对丛生芽的诱 

芽的基部首先形成较大的愈伤组织，部分芽伴有根的形成。 

所以生根的最佳培养基配方为 1／2MS+NAA 0．5 mg／L+活性 

炭0．5 L。 

3 结论 

单花香石竹组培时极易发生玻璃化，为防止玻璃化的发 

生，可适当降低激素的浓度，同时附加0．5 L的活性炭对玻 

璃化的发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该研究发现，MS+BA 0．5 

mg／L+NAA 0．01 mg／L+活性炭0．5 L+蔗糖30 L+琼脂 

8 g／L是单花香石竹较适宜的增殖培养基，增殖率高，组培苗 

生长健壮；1／2MS+NAA 0．5 mg／L+活性炭0．5 L是其适宜 

的生根培养基，生根迅速，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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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有较大影响，其中，以0．3 rⅦn和0．4 rnm大小的茎尖诱导 

率最高，但茎尖越大越容易带病毒，所以，以0．3 rnm茎尖为 

最佳；芽的诱导用Ms+6-BA 2．0In I +IAA 2．0mg／L为培养 

基；根的诱导以1／2MS+IAA 0．5 re#L(或IBA 0．5 me／L)做培 

养基效果最佳。睨毒香石竹花的颜色鲜艳、色泽好，产花量 

高，花裂萼少，生产性能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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