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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叶福禄桐组培快速繁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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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不同培养基对圆叶福禄桐进行繁殖，结果表明：圆叶福禄桐半木质化的侧枝或顸芽经消毒处理后接种到 MS+6-BA2．0mg／L+ 

NAA0．2mg／L诱导培养基中，诱导出愈伤组织和侧芽；在 MS+6一BA1．0mg／L+NAA0．2mg／L+Na2S2O3150mg／L培养基中继代培养，扩增倍 

数(MR值)约 2．5：再在 MS+6一BA0．3mg／L+NAAO．1mg／L+Na2S203 150mg／L培养基 中进行生根前增殖培养后 ，将高3cm vY,上的不定芽接 

种到培养基 1／2MS+IBA0．5mg／L．30d左右生根率迭 97％以上 ；炼苗 30d后移栽，成活率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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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叶福禄桐(Polyscias balfo“ n)也称 南洋参 ，是五加科 

福禄桐属灌木 ，原产波里尼西亚等地 ，我国 2O世纪 90年代 

末开始引种栽培 ，其茎干挺直 ，侧枝下垂，枝条上皮孔密布 ； 

羽状复叶 ，小叶 3～4对 ，叶端 圆形 ，叶基心状 ，叶边缘带 白 

色。由于圆叶福禄桐的叶形别致，叶色美丽，加上其既喜明 

亮光线，也具有较强的耐阴性，所以适合大厅、门廊摆设装 

饰，同时也是园林绿化的优良美化植物，深得人们的喜爱。 

本文所提供的快繁方法国内外未见报道，且行之有效，具有 

一 定的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盆栽的圆叶福禄桐在采集外植体前 7-10d，控肥控水 ， 

然后用预消毒的手术刀采其半木质化 的侧枝或顶芽，经洗衣 

粉液 、无菌水清洗后 ，再经过常规消毒 制种 ，获得无菌外植 

体 ，用于扩繁 。 

1．2 试验方法 

1．2．1 培养条件。具体如下 ： 

(1)诱导培养基。MS+6一BA 2．0mg／L+NAA 0．2mg／L。 

(2)增殖培养基。①Ms+6一BA 1．Omg／L+NAA 0．2mg／L； 

②MS+6一BA 2．0mg／L+NAA 0．2mg／L+Na2S2O3 150mg／L；⑧ 

MS+6一BA 1．0mg／L+NAA 0．2mg／L+Na2S2O3150mg／L；( MS+ 

6-BA 2．0mg／L+NAA 0．2mg／L+MgS04 800mg／L；⑨ MS+6一BA 

1．0mg／L+NAA 0．2mg／L+MgSO4 800mg／L； M S+6一BA 2．0 

mg／L+NAA O．2mg／L。以培养基⑥为对照(CK1)。 

(3)生根前继代增殖培养基。①Ms+6一BA0．5rag,'L+NAA 

0．2mg／L+Na2S2O3 150mg／L；②MS+6一BA 0．3mg／L+NAA O．2 

mg／L+Na2S203 150mg／L；⑧MS+6一BA 0．3mg／L+NAA 0．1 

mg／L+Na2S2O3150mg／L；@MS+6-BA0．3mg／L+NAA0．1mg／L+ 

Na2S2O3 150mg／L；(~MS+KT 0．5mg／L+Na~203 150mg／L； 

MS+6一BA 0．3mg／L+KT 0．5mg／L+NAA O．1mg／L+Na~203 

150mg／L；⑦Ms+6一BA 1．Omg／L+NAA 0．2 mg／L+Na2S203 150 

mg／L以培养基⑦为对照(CK2)。 

(4)生根培养基。①1／2 MS+IBA o．5mg／L；②1／2 MS十 

IBA0．2mg／L；⑧ 1／2MS+IBA1．0mg／L； 1／2MS+IAA0．5mg／L； 

⑤1／2MS+IAA 0．2mg／L；⑥1／2MS+IAA 1．Omg／L；⑦1／2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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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 0．5mg／L；( 1／2 MS+NAA 0．2mg／L；( 1／2 MS+NAA 0．1 

mg／L；⑩1／2MS。以培养基⑩为对照(CK3)。 

1．2．2 无菌 系的建立。圆叶福禄桐半木质化的侧枝或顶芽 ， 

在 5％洗衣粉溶液中浸泡 15min后用无菌水清洗 ，然后再用 

O．1％的升汞消毒 25-30rain，用无菌水清洗 3次，接种到诱导 

培养基 MS+6一BA 2．0mg／L+NAA 0．2mg／L培养基中，获得无 

菌外植体 ．再经培养 40~60d后 ，形成愈伤组织和不定芽。 

1．2．3 培养基的优化(筛选)。通过试验对比和观察，筛选出 

增 殖培 养 基 ：MS+6一BA 1．Omg／L+N从 0．2mg／L+Na2s2O3 

150mg／L：生根前继代增殖培养基 ：MS+6-BA 0．3mg／L+NAA 

0．1mg／L+Na2S203 150mg／L；生根培养基 ：1／2 MS+IBA 0．5 

mg／L，以上培养基均含蔗糖 3％、卡拉胶 0．8％，pH6．0。培养条 

件 ：26~28oC，光照 10~12h／d，光强 1 000"--1 500Lx。 

2 结果与 分析 

2．1 硫代硫酸钠对不定芽的影响 

由表1可知，在增殖培养基中加入一定浓度的硫代硫酸 

钠能有效解决不定芽的枯顶问题 ，增殖芽团在培养基 Ms+ 

6-BA 1．0mg／L+NAA 0．2mg／L+Na2S2O3 150mg／L中，不定 芽 

的枯顶率降到 0．5％。 

表 1 Na~S203对不定芽枯顶的影响 

2．2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配比对不定芽的影响 

6-BA的浓度降低对不定芽的伸长有着良好的作用。由 

表 2可知，6-BA 0．3mg／L和 NAA 0．1mg／L浓度配比的效果 

最佳，其收获率最高，达 166．8％，同时簇生芽比率也降到最 

低 ，仅 0．8％。用以上试验所获得的生根苗进行移栽 ，也以MS+ 

6-BA O．3mg／L+NAA 0．1mg／L+Na~2O3 150mg／L培养基的成 

活率最高，且长势最好 ；但 6-BA浓度降低 ，增殖系数也随 

着降低。此外，KT的作用不明显。 

2．3 生长素 mA和 NNA对根的影响 

由表3可知，生长素 IBA和 NNA对圆叶福禄桐的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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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定芽伸长生长试验结果 

均起作用 ，但以 1／2 MS+IBA 0．5mg／L培养基最佳 ，生根率 

达 97％，其根 系较多且细长 ，以此处理 的生根苗移栽成活率 

也最高 ，达 95％以上 ；而 1／2 MS+IBA 1．0mg／L处理和生长 

素NAA的试验处理，其根系虽多，但根系粗短易断，移栽后 

成活率低，仅 30％-45％之间；IAA作用不明显，其生根率最 

高仅 13．4％。 

2．4 移栽 

将已生根的组培苗进行炼苗，炼苗 20~30d到茎干成深 

绿色，再洗去培养基，移栽到 1／3椰糠+2／3泥炭土的基质 

中，25d内注意温、湿度控制，成活率 95％以上。 

3 讨 论 

表 3 诱导生根试验处理结果 

圆叶福禄桐组培苗移栽成活率高，但成活后(新根长出 

后)仍会出现落叶现象，从而导致其生长受到影响甚至死亡。 

因此，大棚移栽要注意控肥控水，并要密切注意光照和温度 

对其的影响。光照太强容易灼伤叶片，而长期置于阴暗处 ， 

其落叶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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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据设计要求，需要 7个容器罐和 7个肥液泵(A一四水 

硝酸钙 ，B一硝酸钾 ，c一磷酸二氢铵，D一七水硫酸镁 ，E一螯合 

铁 ，F一其他微量元素化合物 )。 

智能控制器是一个单片机及其 电路扩展部分 ，主要 由数 

据采集模块、人机接口模块、看门狗(WATCHDOG)模块、 

时钟电路模块 、数据通信接 口模块 、开关量输出功率驱动模 

块等几部分组成 。 

营养液供给系统的传感器主要包括pH、EC、液位、光照、 

湿度和温度等传感器，罐中的液位传感器主要用来防止灌溉 

泵空转。 

pH传感器和EC传感器用来检测营养液的酸碱度和 

浓度，使控制器自动控制酸液泵和水泵的运转时间，调节营 

养液的酸碱度和浓度。 

光照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主要用来采集 

温室环境的相关信息，以便确定灌溉量。 

执行机构主要包括肥液泵和水泵 ，按 智能控制器 的指 

令完成营养液的配制。 

智能控制器根据缺素信息与作物对营养液调配要求． 

控制泵的运转时间 ，完成营养液的合理配制。整个配制工作 

在温室营养液供应间隙时间内完成 。配制好的营养液以备下 

一 次供液时用。在此不选择电磁阀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液位 

的变化，电磁阀的流量也发生变化，即流量不稳定。 

虽然该方 案不能实现调配过程 中的实时营养液 的配 

制，但由于营养液供应的间歇性，仍能满足系统的控制要求， 

且混合均匀，运行可靠，便于维护，保证了整个营养液调控 

系统的经济性。 

3 系统的控制策略 

为满足不同生产目标层次的要求和不同的用户对象， 

设计的智能控制器能以 2种方式工作。 

3．1 “离线”工作方式 

“离线”工作方式。指控制器在由于人为设定或故障等 

原因导致脱离智能控制系统总线的情况下，完成自动数据采 

集与处理，并能通过键盘和显示器实现控制模式和参数的 

设定与显示，实现人工干预控制输出等功能的工作方式。下 
一 次“在线 ”工作时 ，监控服务器可以读取上一次 “离线”工 

作时采集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管理。 

3．2 “在 线 ”工作 方式 

“在线”工作方式(Online pattern)，指控制器作为控制系 

统的一个智能控制节点(智能终端)，实现基于l：kS一485总 

线 串行通信的设定值控制和即时干预控制模式 。该工作方 

式，除能实现前一种方式的所有功能外，最突出的优势在于 

将智能控制器和高性能的 PC机结合起来，控制器接受PC 

机的远程调控和管理 ，增强系统的功能，取得较高的性能价 

格比 ，实现对众多控制器的网络化、分布式测控。 

4 结束语 

按照营养液供给装置的设计要求 ，构建了营养液供给 系 

统 。该 系统能按照栽培作物 的营养特性来供应营养液 ，能提 

高营养液灌溉的准确度，对提高我国设施栽培智能化管理水 

平、技术含量 ，增加社会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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