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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正交设计进行矮牵牛组培苗生根条件的筛选 

吴林森，冯福娟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 ：采用正交设计方法对矮牵牛组培苗生根的条件进行筛选。试验表明 1／2MS+BA 0．1 mg·L一 +IBA 0．8 mg·L + 

NAA 3．0 mg·L～，蔗糖 30 g·L一 的培养基对矮牵牛组培苗生根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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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rthogonal Design in Selecting Rooting Condition in Tissue Culture of Petunia hybrida 

WU Lin-sen，FENG Fu-lean 

(Lishu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Lishui，Zhejiang 323000，China) 

Abstract：Orthogonal design was performed in selecting rooting condition in tissue culture of Petunia hybrida．The result showed 

that 1／2MS+BA 0．1 mg·L一 +IBA 0．8 mg·L～ +NAA 3．0 mg·L一 +sucrose 30 g·L一 was an optimal rooting medium for 

Petunia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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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牵牛(Petuni口hybrid口)又名碧冬茄，为茄科碧冬茄属 _Î一2年生草本花卉；早春及初夏开花不断，花 

团锦簇，颜色丰富多彩，是常用的花坛布置或盆栽室内装饰布置、立体装饰花卉。随着城市绿化中使用花 

卉的比重越来越大，因矮牵牛具有良好的装饰效果及栽培管：哩较为粗放等特点，使其备受人们的青睐，市 

场需求量持续上升。 

矮牵牛的常规繁殖采用种子繁殖或扦插，这些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组织培养以其繁殖系数大、周 

期短、成本较低、可周年进行生产等优点，弥补了常规繁殖的：不足，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量多、质优的苗 

木，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组织培养育苗成了矮牵牛育苗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比重越来越大。 

在组织培养中，组培苗在最后的移栽成活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产的效益。影响这一效益的因素众 

多，其中组培苗在培养瓶内的生根率与所长根的质量就是其中一项。基于此，在本研究中就尝试采用不同 

的激素及浓度，借助正交设计方法对矮牵牛组培无根苗进行培养瓶内生根，观察生根现象与分析生根结 

果，进而筛选出最适宜组培苗生根的培养基配方，为实现与促进组培苗的更好生根，进而实现顺利移栽创 

造条件，这对推动其组培的产业化，达到苗木生产的快速、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材料的获取 

1．1 材 料 

矮牵牛无根组培苗。 

1．1．1 获取的方法[ ]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经过初代培养、继代培养后获取。 

1)初代培养：MS+BA 2．0 mg·L +NAA 0．5 mg·L一1，培养基中加蔗糖 30 g-L～、琼脂 6．5 g·L～， 

pH值调至 5．8。取生长健壮、洁净且无病虫害，当年生长的植株上的厚实、肥壮的幼叶作为外植体，在经 

过预处理、表面灭菌后，在无菌条件下切割成 0．5 cm 的小方块，接种到已灭菌的初代培养基中，在适合的 

环境条件下培养 15 d后，叶片形成愈伤组织，并在其上长出：茅。 

2)继代培养：MS+BA 1．0 mg·L +NAA 0．5 mg·L～，培养基中加蔗糖 30 g·L～、琼脂 6．5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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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调至 5．8。将初代培养后的小苗在无菌条件下转接到继代培养基中
，进行继代培养；在培养25 d后． 

苗高达 2～3 cm，叶浓绿，长势良好，符合生根要求，可以进行生根培养。 

1．1．2 培养条件 培养温度 22"12～24"12；每天光照 12～16 h；光照强度 2 000 lx左右；培养室湿度 60％ 
～ 70％ 。 

1．2 试验地点 

所用的矮牵牛品种采自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花坛，地点在浙江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植物组织培养实验 

室。 

2 试验方法 

取继代培养阶段诱导产生的矮牵牛丛生芽．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 3种植物激素，即 

6一BA、IBA和 NAA，每种选用 3种不同的浓度， 

见表 1。利用 (3 )正交表安排试验[ ，即按表2 

表 l 植物激素种类和浓度 

设计的试验方法配制培养基：1／2MS+ABC设计水平 +蔗糖 30 g·L一 +琼脂 6．5 g·L～
，pH值调至 5．8。 

表2 正交表安排试验方案及其试验结果 

编号 因 素 
— — — — — — — —  —

— — — — — — —  ～  

平均形成的根数／条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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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平均l 

平均2 

平均3 

极差(R) 

因素主次 

最优水平 

Ko．2) 

2(0．5) 

3(0．8) 

1(0．2) 

2(0．5) 

3(0．8) 

1(0．2) 

2(0．5) 

3(0．8) 

41 

44 

48 

13．7 

14．7 

l6 

2．3 

3 

3 

9 

l6 

28 

l2 

22 

7 

20 

6 

l3 

根的总数 ：133 

：括号内数字为激素用量，其单位是 mg’L 。基本培养基为 1／2MS，培养时问20 d，蔗糖浓度为 30 g·L一1 o 

本研究共做了 10个培养基，每个对应培养基的试验重复取样 10次，每瓶接 1株苗，要求接种到 10瓶 

中的小苗其长势、苗高要基本相同，诱导培养20 d。其环境条件设为：培养温度 22"12~24"C；每天光照 12 
～ 16 h；光照强度 2 000 lx左右；培养室湿度 60％～70％。观察记载试验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有关的数 

据，以此来统计分析比较各种培养基条件下的生根情况，确定出最合适的激素种类与配比。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各培养基中苗木的生根现象观察 

在生根培养基中，5～7 d可见小苗的基部都有愈伤组织产生，根原基出现、变大
，在第 10 d，有根从小 

苗基部的愈伤组织或苗的基部皮层处分化出来，同时苗有丛生现象产生；经观察，以从愈伤组织与苗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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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交界处分化出的细根为主要的生根类型。但在此时经观察发现了苗木的黄化，以②号培养基为最。 

各培养基上所观察到的生根现象见表 3。 

表 3 组培苗生根情况-!／g表 

编号 培养基配方 ’ 苗木长势描述 编号 培养基配方 曲 很 ’ 苗木长势描述 

1 1／2MS+6一BA0．1+IBA0．2+NAA1．0 2．8 9 0．5 

2 1／2MS+6一BA0．1+IBA0．5+NAA2．0 3．1 16 0．7 

3 1／2MS+6一BA0．1+IBA0．8+NAA3．0 4．3 28 1．4 

4 1／2MS+6一BA0．3+IBA0．2+NAA2．0 1．3 12 1．0 

5 1／2MS+6一BA0．3+IBA0．5+NAA3．0 3．7 22 1．0 

1．0 7 0．7 

2．4 20 0．5 

1．5 6 1．3 

2．3 13 0．8 

枝丛生少、细长。苗基部愈伤量少，叶较 
浓绿 

苗初期长势较差，后期所长的愈伤量少， 
植株细长有黄化现象 

苗长势较好，叶浓绿。基部愈伤量少，相 
比较粗壮 

苗长势较好，但矮小，叶较绿，基部愈伤 
量少，较粗壮 

苗长势较好，叶浓绿，基部愈伤量少，相 
比较粗壮。苗茎上长出根较多 

苗较矮小。基部愈伤量少 

苗细长、丛生少，基部愈伤量多，叶较 为 
浓绿 

苗较矮小。基部愈伤量较多，根发生的数 
量少 

苗长势较好。叶浓 绿，基部愈伤量多而 
大，是全部培养基中愈伤体积最大。有玻 
璃化现象。不利于移栽 

3．2 不同激素种类配比对矮牵牛无根苗的根诱导形成的影响 

矮牵牛组培无根苗接种到培养基，培养20 d后的平均生根数和各因素的K值及极差(R)值的结果见 

表 2。从表 2、表 3的试验结果可直观看出：6一BA的 1水平、IBA的 3水平和 NAA的3水平对根诱导的 

产生影响较大。由此确定，矮牵牛组培无根苗诱导生根最优配方为 1／2MS+BA 0．1 mg·L +IBA 0．8 

mg·L一 +NAA 3．0 mg·L一1 o 

因素的主次是以极差(R)的大小来衡量。极差(R)大，表明此因素对试验的产生与结果影响大，即此 

因素比较重要，反之，极差(R)小，则表明其对试验的影响小，l 此因素相比较为次要。从表 2中看出，主 

要的影响因素是 NAA，其次为 6一BA，再次是 IBA。表 3的直观表现与此相同。 

表 4 正交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试验因素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6一BA 

IBA 

NAA 

误 差 

总 和 

38．23 

8．23 

389．56 

1．54 

437．56 

Fo
．05 

19．0 

19．0 

19．0 

F0．01 显著性 

99．0 

99．0 

99．0 * 

从表 4的方差分析中可知，因素 NAA的F值>Fo-05，同时也 >Fo．0l，因此其影响达到极显著，而因素 

6～BA的 F值符合 F0．o5<F值<F0．0l，因此其影响也达到显著，但小于 NAA的影响，这与前述的直观分 

析结果一致。 

4 结语 

经过试验对比，使用③号培养基 1／2MS+BA 0．1 mg·L一 +IBA 0．8 mg-L一 +NAA 3．0 mg·L一1并 

在其中添加蔗糖30 g·L一1琼脂6．5 g·L一1 pH调至5．8，对矮牵牛组培苗生根最有利，而且在这一培养基 

上生长的植株长势较好，叶色浓绿，根相对较粗长，质量是符合移栽要求的。同时在试验对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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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6页)比中注意到适当提高 NAA的浓度，其上长出的根较其它培养基培养的苗木的根要粗壮一 

些，这对于后期的移栽工作的顺利进行是有利的。但也要充分考虑 6一BA添加过多后 ，造成幼苗生长细 

长、玻璃化，这会给组培苗的良好生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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