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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夏石竹在草坪中的应用及其品种选育与组培快繁 

张哲玮 

(山西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山西晋中030801) 

摘 要 ：20世 纪 8O年代 ，我 国北方地 区的绿化开始应 用冷季型草坪．考虑到我 国北方地 

区水 资 源普遍 缺乏 ，山西省 缺 水现 象更 为严 重 ，我 们 认 为在 北 方种 植 这 类草 坪 ，不 符 合 草坪 草 

种选择的基本原则．常夏石竹的应用弥补了草坪无花和我 国北方地 区草坪冬 季枯黄的缺陷，并 

在 一定程 度 上解 决 了我 国北 方地 区因干旱及 寒 冷 给草 坪 种 植 带 来 的难 题 ，促 成 了草 坪 业 的一 

次飞跃 ．然 而 ，常夏石 竹 叶 色发 蓝 和叶 面的 白粉 ，使 建植 的草 坪颜 色发灰 ，从 而 降低 了草坪 的质 

量 与观 赏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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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夏石竹在草坪中的应用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北方地区的绿化开始应用冷季型草坪．这种草坪所应用的草种，主要是早熟禾属、 

羊茅属、黑麦草属、翦股颖属、雀麦属和碱茅属以及三叶草等十几个属4o多个种的数百个品种．这些草种的 

缺点是无花、费水、绿草期短及管理费工．考虑到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普遍缺乏，山西省缺水现象更为严重， 

我们认为在北方种植这类草坪，不符合草坪草种选择的基本原则．即草坪草种的选择要建立在生态适应性、 

抗病虫能力上，并且要考虑养护管理强度、预算成本以及观赏性等方面． J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于2000年从中国林科院引入常夏石竹种子，2001年建成其草坪．常夏石 

竹，学名是 D．plumarius L，别名羽裂石竹，石竹科石竹属，原产西伯利亚、奥地利，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丛 

生，茎匍匐状 ，株高 8～10厘米，茎叶较其他石竹为细．叶长 5cm，宽 0．1～0．2cm，簇生，蓝绿色，光滑具白粉、 

长线型、顶部尖，整体观感如早熟禾类草坪．花2～3朵顶生，有时呈圆锥状聚伞花序．花色有粉、粉白、白等 

颜色．花茎高25cm左右，花谢后自然枯萎．花期5～l1月．其特性为喜阳怕阴，耐旱忌涝，抗寒性强，微抗碱 

(PH6．5～7．5)，在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生长良好．全世界已发现 300多种石竹科的品种，其中常夏石竹最矮 

小、最抗寒、最耐干旱、花量最大、寿命最长．常夏石竹的应用弥补了草坪无花和我国北方地区草坪冬季枯黄 

的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北方地区因干旱及寒冷给草坪种植带来的难题，促成了草坪业的一次 

飞跃．然而，常夏石竹叶色发蓝和叶面的白粉，使建植的草坪颜色发灰，从而降低了草坪的质量与观赏价值． 

2常夏石竹的品种选育 

针对以上问题，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于2004年开始针对常夏石竹存在的缺陷开展了品种选 

育．2007年 l0月，我们来到该研究所参与实验，用崂山石竹为母本，常夏石竹为父本，在该所的试验园，通过 

人工杂交培育出叶色翠绿、花色各异的l0余个品系．其中，下列几个品种在山西省南、中、北部5处区试布 

点观察，表现突出： 

2．1“塞外昭君”(代号l—l3) 

以常夏石竹与崂山石竹为父母本杂交育成的三季开花、四季常青的以花代草石竹新品种．“塞外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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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丛生，茎匍匐状，株高 9．4cm，茎簇生，粗 0．16cm；叶对生，长 6．4cm，宽 O．26cm；深绿 

色，光滑具白粉、长线型、顶部尖，花2～3朵顶生，呈圆锥状聚伞花序，花朵直径 2．5 em，柱头2个，雄蕊退 

化，虫媒花，有浓香味，花鲜红色，每个花瓣镶一圈雪白的细边，花瓣 5裂，重瓣或半重瓣 ，有的花瓣与花瓣之 

间有 1／3重叠或完全重叠；花茎高24．3cm左右，花茎粗 0．16；花谢后自然枯萎；蒴果，果熟期7至 8月；种子 

千粒重约 1．52克．花期 5月初至 11月上旬． 

2．2“雪域西施”(暂定名，代号 1—12) 

以“塞外昭君”(崂山石竹×常夏石竹)为母本，“雪原一号”为父本杂交育成的三季开花、四季常青的以 

花代草石竹新品种．“雪域西施”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丛生，茎匍匐状，株高 10．4cm，茎簇生，粗0．32cm； 

叶对生，长6．4cm，宽0．29cm；深绿色，光滑具白粉，长线型，顶部尖；花 2～3朵顶生，花朵直径 3．4cm，柱头 2 

个，花药0～8个，虫媒花，花深玫瑰红色，花瓣5裂，半重瓣，花瓣与花瓣之间有1／3重叠；花茎高 16．4cm，花 

茎粗O．21cm．花谢后 自然枯萎；蒴果，果熟期 7至 8月；种子千粒重约 1．61克．花期 5月初至 11月上旬． 

2．3“大唐贵妃”(暂定名，代号 6～5) 

以“塞外昭君”(崂山石竹×常夏石竹)为母本，“雪原一号”为父本杂交育成的三季开花、四季常青的以 

花代草石竹新品种．“大唐贵妃”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 8．7cm，茎粗 0．16cm；叶长 5．9cm，宽 0．31cm；浓绿 

色，花 2～3朵顶生，花朵直径 3．9cm，柱头 1～2个，花药 5～9个，虫媒花，有浓香味，花桃红色，花瓣 5裂，花 

茎高18．7cm，花茎粗0．14cm．大唐贵妃是所有单系中叶色最绿、花量最大的重瓣单系． 

这三个石竹品种直至冬季2月份都保持鲜绿，雪后更是青翠欲滴 极具观赏价值．它们的选育成功，克 

服了普通常夏石竹叶色发蓝、外观灰暗的缺陷，彻底解决了禾本科、三叶草等各类草坪在绿化工程应用中存 

在的费水、费工和绿草期短的难题 ． 

国外对常夏石竹新品种的选育研究开始于2O世纪末，选育出的品种有“Agatha”“Aqua”“Sonata”等，叶仍 

是蓝绿色，花是白色、淡粉、玫瑰粉等淡而单调的颜色；国内已培育出的常夏石竹“雪原一号”，花色单调，其 

叶色、花色均不及上述选育的品种．由此可见，新品种的培育成功不仅丰富了常夏石竹的种类，而且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其多年存在的自身缺陷，对于产品未来的推广具有重大意义． 

3常夏石竹的组培快繁 

3．1培育材料与培育方法 

剪取常夏石竹上述优系生长旺盛的幼嫩部位，常规消毒后先用 75％的酒精消毒 3O秒，再用 0．1％的 

HgCI2消毒 3～5分钟，无菌水清洗 3～5次，在无菌条件下剥取茎尖、切取带有腋芽的茎段，接种在培养基 

上．培养温度为 26+2~C，光照强度为 1500Lux，每天补光 12小时． 

3．2培育结果与分析 

茎尖茎段不经过愈伤组织的诱导可以直接生成丛生苗． 

茎尖或茎段在培养基上培养 1～2周后，可以看到明显的小叶小苗．在供试培养基中，有7种可诱导茎 

尖或茎段成苗，但所形成的小苗数量、质量都有差异．其结果如下表： 

培养基 代号 外植体数 成苗数量 成苗质量 

MS a 30 10 较壮、浅绿 

MS+BA1．0+NAA0．01 b 60 54 健壮、深绿 

MS+BA0．5阜NAA0．01 C 36 21 细高、浅绿 

MS+BA1．5+NAA0．01 d 45 32 瘦弱、浅绿 

MS+BA0．1+NAA0．05 e 60 13 细高、浅绿 

MS+BA0．5+NAA0．03 f 72 22 瘦弱、黄绿 

MS+BA0．5+NAA0．05 g 66 15 瘦弱、浅绿 

从上表可以看出： 

3．2．1不加任何激素的培养基也可以诱导常夏石竹茎尖或茎段成苗，但生长缓慢，其成苗的数量、质量都处 

于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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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6一BA使用的浓度范围较小，在 0．1 1．5mg／L范围可以使常夏石竹成苗，浓度适中，成苗的数量、质 

量都好 

3．2．3 NAA使用的浓度范围在 0．01～0．5nvVL，随着 NAA用量的增加，成苗的数量、质量的水平下降． 

3．2．4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配比是影响成苗的关键．本研究中细胞分裂素／生长素比值为 100时，成苗的数 

量、质量都处于高水平． 

3．2．5激素绝对量对成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用量不可过大，当细胞分裂素、生长 

素的用量超过 2mg／L，成苗过弱，无法继续繁殖 ． 

综上所述，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配比影响成苗的数量、质量，本研究中b培养基可产生质量优良、较高 

产量的成苗． 

将离体诱导培养生成的小苗转接到一系列培养基上，每3～4周继代培养一次，可观察到每个小段又可 

分化成若干具备根茎叶的完整植株．b、e培养基中，每个小段可形成一株有 10～30个分枝的小苗，实现了增 

殖生根同步，既简化了操作程序，又提高了繁殖速度，是本次研究的一项关键技术． 

4讨论 

常夏石竹外植体在离体培养过程中，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绝对量及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配比是影响 

成苗的关键．本研究中细胞分裂素1～1．5 L，生长素0．01～0．05mg／L可获得满意结果．研究表明：b培养 

基茎尖或茎段成苗、扩繁均有很好的效果，e培养基对生根效果显著． 

本研究中采用增殖生根同步完成，既可得到大量的繁殖用茎尖或茎段，简化了培养程序，又缩短了培养 

时间，节省了人力物力，从而降低了试管苗成本． 

5前景展望 

“塞外昭君”“雪域西施”“大唐贵妃”这三个品种的选育成功，不仅丰富了常夏石竹的品种，而且解决了 

自身存在的不足，使其在养护成本以及观赏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我们用于培育的方法，既降低了生产 

成本 ，又缩短了培育时间，而且提高了成活率，方便了今后的市场推广与应用 ．相信这几个新品种，不仅可以 

大大改善绿化效果，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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