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热带农业研究 
Subtropical Agriculture Research 

第 2卷 第 3期 
2006年 8月 

君子兰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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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君子兰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并分析了君子兰组织培养在快繁上应 

用的优越性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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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tissue culture and micrOprOpagatiOn of Clivia miniata Regel 

YE Lu—yi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China) 

Abstract：The progress in the tissue culture an d micropropagation of Clivia miniata was summarized，the related problems were also 

put forward，and the advantage and the foreground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tissue culture to the micropropagation of Clivia miniata 

were further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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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兰是石蒜科君子兰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观赏价值。其株形端庄、典雅；叶片对称、挺拔，四 

季常青翠绿；花姿优美、舒展；花色艳丽、多彩。君子兰一季观花，三季看果，四季赏叶。其花朵常在冬春两 

季以及圣诞节、元旦、春节期间开放，象征喜庆、吉祥、富贵，成为点缀居室、装饰厅堂、友情馈赠的理想花 

卉，被誉为“花之君子”、中国室内花卉的“皇后”̈ 。 

君子兰的有性繁殖后代为高度杂合型，亲本的优良性状不能通过杂交得到稳定保存。目前，君子兰的 

繁殖多采用分株、种子繁殖方式，获得的新植株可以保持其母本原有的性状，不会发生变异。而分株繁殖 

每年每株仅可分得1—3株，增殖倍率不高，极大地限制了君子兰的生产和开发。近年来，采用君子兰种胚 

进行快速繁殖，以提高其繁殖系数。目前，随着花卉业的迅猛发展，君子兰新的优良杂交品种不断涌现。 

为了提高君子兰的繁殖速度，许多学者开始探索通过组织培养快速繁殖君子兰的新途径 。君子兰组 

织培养快速繁殖体系，已在生产上得到广泛应用，对君子兰花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l 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 
自从20世纪8O年代以来，君子兰的组织培养、快速繁殖和脱毒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报道 引。从 

材料选择到试管苗移栽君子兰的组织培养过程大体可分为培养材料的选择、培养前的消毒处理、愈伤组织 

的诱导、愈伤组织继代和增殖培养、芽的分化培养、展叶培养、根的分化培养和试管苗移栽等阶段。从理论 

上分析，从组织培养开始到君子兰试管苗移栽至少需要6—8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然而在实际培养过程 

中，要获得君子兰的试管苗一般需要 l a或更长的时间 。 

1．1 外植体 

在君子兰组织培养中，主要以成熟胚、幼胚、子房、花托和花丝作为培养材料。一般情况下，君子兰幼 

年的组织较老年的组织有较高的形态发生能力。 

君子兰的组培和其他植物组培一样，要求在严格的无菌条件下进行，除了对培养基进行高温、高压灭 

菌外，对于首次培养的材料，也必须进行严格的表面消毒灭菌。整个操作过程都在超净工作台上完成。培 

养材料的灭菌方法较多，应根据所选择的君子兰材料而定。如对种子表面进行消毒处理的时间比其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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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长。种子的消毒步骤为：流水冲洗5—10 min一70％(体积分数)酒精处理30—60 s ．1％(质量分数) 

升汞处理5—15 min一无菌水冲洗3—5次(每次冲洗5—15 min以上)一无菌吸水纸拭干表面水迹一取种 

胚，切割后移至培养基上培养。 

1．2 基本培养基 

培养基是君子兰培养物离体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源，它主要由基本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两大 

部分组成。基本培养基是由多种无机盐和有机营养元素组成的。在多种培养基中MS培养基比较适合君 

子兰组织培养；N6和Miller等培养基也可在君子兰培养的某一特定阶段使用 J。 

1．3 生长调节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培养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种君子兰的不同器官、同一培养物的不同生长发育 

阶段都需要使用 1种或几种不同剂量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培养物的生长和分化加以控制。在君子兰试 

管苗培养过程中，细胞的增殖、芽的分化和生根也是由添加的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控制的，这是君子兰组织 

培养成败与否的关键 。 

在君子兰初期培养中，植物激素用量较高。一般在MS培养基中添加 1 mg·L～6-BA，同时配合2 mg 
· L～NAA、1 mg·L～2，4一D。较高质量浓度的生长素可以诱导脱分化和促进愈伤组织生长，而细胞分裂 

素有强烈的诱导芽形成的能力，可以促进分化出苗。细胞分裂素用量过高会抑制芽的发生；用量过低则不 

能诱导出苗，使植物加速衰老，甚至死亡。2，4一D质量浓度过高会抑制形态发生过程。生根培养阶段则只 

使用 Ms培养基添加1 mg·L 6一BA、0．1 mg·L～NAA。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值较低有利于生根。 

但是，不同外植体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要求有所不同。 

1．3．1 愈伤组织培养阶段对生长调节剂的要求 不同材料的愈伤组织培养阶段对生长调节剂的要求有 

所不同。采用未成熟胚(授粉 15 d后)作为培养材料，在MS培养基上附加一定质量浓度的生长素和细胞 

分裂素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植物生长调节剂一般可用 NAA(0．01—4．0 mg·L )、6-BA(0．2—0．5 mg 
· L )和ZT(0．1—1．0 mg·L )等 ；采用胚、花萼、叶 、花丝、根、花柱、子房壁 为培养材料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采用一定质量浓度的2，4．D、6-BA和 NAA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采用花托、子房为培 

养材料，在 MS培养基上附加一定质量浓度的KT(0．5—3．0 mg·L )和 NAA(0．5—2．0 mg·L )则有利 

于愈伤组织的诱导  ̈。 

1．3．2 芽的分化阶段对生长调节剂的要求 以未成熟胚(授粉15 d后)为培养材料，在 Mille或 MS培养 

基上附加 KT(0．5—2．0 mg·L )和 NAA(0．25—2．0 mg·L一)有利于芽的诱导 ’ ；以胚、花萼、叶 、花 

丝、根、花柱、子房壁 为培养材料，在Ms培养基里添加一定质量浓度的2，4一D(0．5—2．0 mg·L )、6一BA 

1．0 mg·L 和NAA(0—5．0 mg·L )̈叫可促进芽的分化。也有研究表明，以叶片为培养材料，可采用一 

定质量浓度的6一BA、NAA和LH进行芽的诱导 ；以花托、子房为培养材料，可采用 1／2 MS无机盐、MS有 

机物和一定质量浓度的ZT、NAA和IAA进行芽的诱导L】 。 

1．3．3 生根培养阶段对生长调节剂的要求 以未成熟胚(授粉 15 d后)为培养材料，在 Miller或MS培养 

基上附加一定质量浓度的KT和NAA有利于长根，但所使用的激素质量浓度不宜过高 ’ ；采用胚、花萼、 

叶 J、花丝、根、花柱、子房壁 为培养材料，在 MS培养基上附加一定质量浓度的2，4一D、6-BA和NAA有 

利于长根u。。；以花托、子房为培养材料，采用 1／2 MS无机盐 +MS有机物 +一定质量浓度的 IBA、6-BA、 

IAA，有利于根的诱导  ̈。 

1．4 天然复合物 

在培养基中添加水解乳蛋白(LH)，可以提供全面的氨基酸营养，但也容易引起污染。 

1．5 生根与移栽 

有些君子兰培养物在芽分化的培养基上可以直接分化出新根，但是，也有一些必须转移到新根分化所 

需的特殊培养基上后才能诱导新根生长。君子兰试管苗根的质量直接影响其移栽成活率。试验结果表 

明，采用适当的培养技术可以提高新根的质量，例如，当试管苗在根分化的培养基上开始发出新根后(即 

新的根尖由黄色转为白色时)，则应及时转入无任何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的 1／2 MS培养基上。这样，就可 

以促进试管苗根系的正常生长发育，防止新根畸形发育。在培养基中添加质量分数为0．02％ 一0．5％的活 

性碳对新根的发育十分有利。试管苗生根培养 1个月后，便可长出3—4片小叶，有些根可长至5 cm以 

上，此时即可进行试管苗移栽。移栽时，先用清水洗净试管苗基部的培养基，然后移人盛有君子兰营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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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盆中。为了保持湿度，可先~I t-_玻璃钟罩(或在盆上套上塑料袋)。1—2周后，就可去掉保湿罩，转人正 

常栽培管理。 

1．6 培养条件 

在对君子兰进行首次离体培养时，可先将培养物置于 23—25℃的黑暗处或每天在 12—24 h光照条 

件下培养，有利于愈伤组织的诱导。1个月后，每天在 l2—14 h光照条件下进行培养。培养基以每月更换 

1次为宜。 
一 般培养室的温度应在 2O一25℃，每日光照 8—12 h，光照强度为 1500—2500 b(，生根阶段可适当提 

高光照强度，以利于小苗生根，提高幼苗移栽成活率。若采用自然光照，幼苗素质好，能更好适应移栽后的 

新环境。 

2 注意问题 

某些情况下在前期组织培养中虽然有少量愈伤组织形成，但在后期培养未见继续分化、生长，而在培 

养过程中出现严重“褐变”。因此，为了防止“褐变”的发生，尽可能延长培养时间，使其能够形成愈伤组 

织，进而诱导分化。可通过添加活性碳或维生素来防止“褐变”。大规模的快速繁殖中出现的变异问题， 

可通过控制继代次数解决。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细菌污染。 

3 应用前景 

君子兰花期长达3个月，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也很高。君子兰的离体繁殖，为君子兰工厂化 

生产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君子兰组织培养的条件可以严格控制，不受时间、季节限制，因此，已成为君子 

兰种苗繁殖的重要手段，并已在商业化生产中显示出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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