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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几 肉 亚 风 仙 的 组 织 培 养 

韩 颖，刘 忠 智 

(辽宁省朝阳农业学校，辽宁 朝阳 122000) 

摘 要：新几内亚凤仙为凤仙花科凤仙花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试验对新几内亚凤仙的 

组织培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新几内亚凤仙繁殖采用组织培养具有变异几率小、花大、繁殖 

速度快等特点。新几内亚风仙最好选择春季接种，可以减少杂茵污染。试验利用多组培养基配 

方进行组织培养试验，筛选出适合新几内亚凤仙的培养基：诱导培养基MS+BA 2．5，增殖培养基 

MS+BA 2．5+NAA 2．5，生根培养基 MS+N从 2．0。新几内亚凤仙在 MS+BA 2．5+NAA 2．5 

上进行培养，增殖系数可达4～5；在生根培养基 MS+NAA 2．0上进行培养，10 d后的生根率可 

达67．5 。新几内亚凤仙组培苗移栽易于成活。以素砂为基质，驯化后移栽，成活率达 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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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 内亚风仙(Impcttie71s Plcttgptctla)又名霍克风 

仙，是凤仙家族中的一个新利，。原产于非洲南部和澳洲 

的新几内亚岛，为风仙花科，凤仙花属多年生常绿草本 

植物[】]。新几内亚凤仙于近几年引入我国，作为一种草 

花新秀，因其具有漂亮的花朵，丰富的色彩独特的叶色、 

叶形以及极长的花期和较强的适应性而具有着广阔的 

市场前景[2]。国外学者对新几内亚风仙的变异性、育种 

选择和生长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在组织培养方 

面的报道较少。我国学者曾前、熊丽等对新几内亚风仙 

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进行了初步试验，取得了较好的 

结果 。]。 

试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多组培养基配方进 

行组织培养试验，找出最适合新几内亚风仙组织培养所 

需的激素种类和水平及培养基。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在沈阳农业大学花卉基地和组织培养实验室 

中进行。 

1．1 供试材料 

新几内亚凤仙当年生的新发幼茎。 

1．2 供试药品 

生长素：吲哚乙酸(IAA)、吲哚丁酸(IBA)、萘 乙酸 

(NAA)、2，4一二氯苯氧乙酸(2，4一D)；细胞分裂素：激动素 

(KT)、6一苄基氨基嘌呤(6一BA)。70 的酒精及 0．1 的 

升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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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方法 

1．3．1 取材方法 2002年3月从花卉棚内选取健康无 

病虫害的盆栽植株移人温室，杀菌剂喷洒处理，一周后 

选取外植体。 

1．3．2 培养基设计 以培养基 MS(每500 mL中琼脂 

3．5 g，蔗糖 15 g，蒸馏水 500 mL)为对照，以MS+BA 

1．O、2．5、5．O；MS+KT 1．0、2．5、5．0做6组培养基，筛选 

适合的细胞分裂素及诱导培养基。以MS+BA 1．O、2．5 

+ IAA 0．5、1．0、2．5；MS+ BA 1．0、2．5+ mA 0．5、1．0、 

2．5；MS+BA 1．0、2．5+ NAA 0．5、1．0、2．5；MS+ BA 

1．O、2．5+2，4一D 0．5、1．O、2．5做 24种培养基，筛选适合 

的生长素及增殖培养基。以培养基 MS为对照，以 

MS+NAA 1．0、2．O、3．0做3种培养基，筛选出适合的生 

根培养基。 

1．3．3 试验程序 试材消毒：选取长约2 cm的茎尖或 

细嫩的茎段剪下，剪去大叶自来水冲洗 30 min，在无菌条 

件下，7O 的酒精浸泡 30~60 S，再用 0．1 的升汞溶液 

加 1～2滴吐温 2O消毒 8～1O rain(必要时：用 3 的次氯 

酸钠溶液进行消毒灭菌 10 min)，无菌水冲洗4～5次，无 

菌滤纸将外植体表面水分吸干。接种和初代培养：将经 

消毒的外植体接种到诱导培养基MS+BA 1．0、2．5、5．0； 

MS+K'I、1．O、2．5、5．0中，每瓶培养基接种3个外植体， 

每组培养基 1O瓶。1周后，茎尖开始生长，少数外植体 

基部开始膨大 ，并产生愈伤组织；1个月后，外植体在原 

茎尖生长的同时，侧芽萌发，并从基部愈伤组织分化形 

成大量的丛生芽，此后的发育主要是愈伤组织的继续形 

成及丛生芽数量的增加；当诱导的丛生芽变的扁大而变 

异时，可将丛生芽分割成小块后转入诱导培养基。继代 

增殖和生根培养：将分割成小块的丛生芽接种到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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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BA 1．0、2．5十 IAA 0．5、1．0、2．5；MS-t一13A 1
． 0、 

2．5+IBA0． 、1．0、2．5；MS+ BA 1．0、2
． 十 NAA 0．5、 

1．0、2．5；MS+ BA 1．0、2．5+ 2，4一D 0
． 5、1．0、2．5中， 

使丛生芽长高长粗壮。每种接种 7个，每组培养基 lO 

瓶。增殖培养基可以租诱导培养基交替使用，使繁殖系 

数达到最高，并且使生长出来的丛生芽质量更好，芽更 

粗壮。1个月后，将分化形成的丛生芽分割成小丛或单 

株转接到新鲜的增殖培养基中，当繁殖系数达到所需要 

求时，可将带茎尖的l～1．5 CEIl长的小菌转入生根培养 

基。练苗和移栽培养 ：试管苗生根培养 】5～20 d后，即 

可移到室外进行练苗移栽。先将瓶 口打开小缝，在有散 

射光的室内锻炼 l～2 d，再揭除封口膜锻炼 】d。然后用 

镊子将根长约为 1 CFI3．，株高2～3 cm的完整植株从培养 

基中小心取出，经清洗去掉根部粘连的培养基。用 1 000 

倍的多菌灵溶液浸泡2 rain后移至素砂床中。移栽前基 

质要浇透水，移栽后搭小拱 ，覆腆，并扣遮阳网。采用 

间隔喷雾法，保持温度为 26 C左右，湿度为 9O ～95 。 

1～2周后，可将相对湿度降至 7O ～80 ；15 d后可移 

植到营养钵中。钵内基质可按泥炭 ：砂 ：园=匕一3：1 

：1的比例混合配制。 

1．4 试验处理及凋查项 目 

1．4．1 取材时问的选择 分别在 2002年 3月、6月、9 

月取材，接种在同一培养基上。接种芽数均为3O个，均 

采用0．1 的升汞消毒 J0 r]lill，接利 5～lo d 查污染 

率。评价指标如下‘： 

污染率( )一污染茎尖个数／接种茎尖个数×lOO。 

1．4，2 最适合组织培养的圳胞分裂素 茎尖萌发的基 

本培养基均为MS，添加激索的种类和浓度见表 1，接种 

时间为2002年 3月，接种20 d后阆查。统计萌发的茎 

尖数，评价指标如下： 

萌芽率( )=萌发的茎尖个数／接种茎尖个数×100。 

表 l 茎尖萌发效果试验因素和水平 

1．4．3 不同生长调节剂水平的增殖效果 试验研究了 

IAA、IBA、NAA、2，4一D不同浓度的组合对于新几内亚风 

仙增殖效果的影响，生长删节剂利 类和浓度(见表 2)。 

接种 1个月后调查增殖株数。试验时问为初代培养建 

立后 2个月，比较不同处理的增殖系数： 

增殖系数(％) 转瓶后的茎段数／转瓶前的茎段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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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不同生长调节剂水平的生根效果 试验研究了 

NAA在浓度为1．0、2．0、3，0时，对新几内亚凤仙生根的 

影响(标准为移人生根培养基 10 d后)。 

1．4．5 生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试管苗在瓶内生根后 

20 d左右，练苗并移栽。试验时间为2002年9月，移栽 

后 15 d调查成活率： 

成活率( )=成活株数／移栽株数×100。 

2 结果和分析 

2．1 不同的取材时间对组培污染的影响 

在无菌体系建立过程中，外植体的选择十分重要。 

试验分别于2002年 3月、6月、9月 3个时期取材，研究 

对比了不同取材时期对组培污染的影响，均采用0．1 

的升汞消毒10 rain(见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6月份接 

种的污染率最高为53．3X，而 3月和 9月份相对污染较 

轻。这可能是因为6月份气温偏高，棚内和实验室内的 

杂菌都较多的原因。所以，试验认为新几内亚凤仙的组 

织培养在春季的接种效果较好。 

表 3 不同取材时期对新几内亚凤仙茎尖 

培养污染的影响 

：培养 均 为 MS十 BA 2．5 

2．2 茎尖组培中细胞分裂素类对萌发的影响 

表4列出了使用BA和使用KT的培养基对新几内 

亚)~tl'lJf接种效果的影响。可以看出 BA组中以BA 2．5、 

BA 5，0的萌发情况最好，KT组中 KT 5．0的萌发情况 

最好。但是使用BA 2．5与使用 KT 5．0相比较，BA 2．5 

的萌发效果好于KT 5．0。所以，适于新几内亚风仙进行 

组织培养的细胞分裂素是 BA，适合的诱导培养基是 

MS+BA 2．5 

表 4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新几内亚凤仙茎尖 

萌发的影响 

2．3 不同生长调节剂水平对增殖的影响 

由表5可以看出，使用 NAA和使用 IAA培养基， 

其增殖系数都比较高。但是经过多次试验，从整体效果 

来讲，IAA的使用效果不稳定。这是因为IAA本身不稳 

定。在培养基的灭菌过程中，由于温度过高，IAA易分 

解，所以弃用 IAA，选择使用 NAA。在新几内亚风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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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培养中，使用培养基 +BA 2．5+NAA 2．5的增 

殖系数最高，可达到4．9，所以选择该种培养基作为增殖 

培养基。 

表5 不同激素水平对新几内亚凤仙增殖的影响 

2．4 不同生长调节剂水平对生根的影响 

试管苗移人生根培养基 10 d后，其生根率见表 6。 

从表6中可以看出，向MS中添加NAA以后，有效提高 

了新几内亚凤仙的生根率。使用 NAA 1．0时的生根率 

为55．5 ，比对照提高了5．5 ；使用 NAA 2．0时的生 

根率为 67．5 ，比对照提高了 17．5 ；使用NAA3．0时 

的生根率为66．5 ，比对照提高了16．5 9／6。由于新几内 

亚凤仙本身易于生根，并且 NAA浓度过高时，生根率反 

而下降。因此，试验认为，适合新几内亚凤仙的生根培 

养基是 MS十NAA 2．0。 

表 6 NAA不同浓度对新几内亚凤仙生根的影响 

2．5 生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新几内亚凤仙试管苗下地移栽成活率较高，平均成 

活率达 95．29／5(表 7)。 

表7 新几内亚凤仙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3 结论和讨论 

试验对新几内亚凤仙的离体繁殖进行了初步的研 

究，从外植体的选择到组培苗的下地做了一系列的试验。 

3．1 接种与增殖 

试验筛选出适于新几内亚凤仙进行组培繁殖的诱 

导培养基 MS+BA 2．5和增殖培养基 MS+BA 2．5+ 

NAA 2．5。 

研究认为最适于新几内亚凤仙接种的时期为春季 

3、4月份，此时杂菌相对较少，接种后污染较轻，茎尖萌 

发率高。 

由于新几内亚凤仙侧枝的萌发能力不强，以茎段增 

殖为主，又极易长根，所以在不玻璃化的前提下，可适当 

提高BA的浓度，培养环境温度也可以调整的高一些，光 

强也可以适当强一些，但要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到组培苗 

上。由于新几内亚凤仙组培苗的生长周期为 1个月，封 

口膜最好用不透气的膜，否则培养基容易变干，对组培 

苗的生长不利。组培条件管理得当，新几内亚凤仙的增 

殖系数可以达到 4～5倍。 

3．2 生根和移栽 

试验筛选出了适于新几内亚凤仙生根的培养基 

MS+NAA 2．0。生根对于新几内亚凤仙来说不是问题， 

新几内亚凤仙组培繁殖后期需要注意的是组培苗驯化 

阶段的管理。此阶段应该注意出瓶的组培苗根长要适 

中，避免根过长，否则操作中容易伤根；种植前，将受污 

染的小苗剔除；种后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90％～95％之 

间，随后逐渐降低湿度，防止腐烂死苗；并使小苗逐渐适 

应自然环境；小苗移栽后，极易受病菌侵染，要及时用药 

剂进行防治和加强水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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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农药都应注意啥 i 
1 要严格掌握药剂的加水倍数。每种农药都有一定的使用浓 

度范围 ，加水过多，影响药剂 ；加水不足，不但浪费农药 。还会 引 

起药害 ，尤其是高效农药 ，更应严格掌握使用浓度。 

2 注意选择水的质量。配制药剂 的用水应该用清水 ，如河水 、 

塘水以及井水 ，不要用脏水 、污水 和苦井水。脏水、污水里杂质 

多，配制农药液容易堵塞喷头 ．同时还会影响药剂的效果。在 

没有清水的情况下 ，只能使用苦水 、硬水时，应选在水中加些碱 

面(每 5O kg加 0．1 kg碱面)，使水里的矿物质沉淀。 

3 注意加水方法。可湿性粉剂、乳剂 或其它可 以溶在水里的 

农药 ，再加入大量水之前应先加少 量水 ，配好 母液，然后按照所 

需要的浓度加足水 量。这样可以相 对提高可湿性 粉剂的悬浮 

率和乳剂的稳定性 ，对可溶于水的药剂也便于搅拌 ，促使其均 

匀溶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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