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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曼氏袋鼠爪 (Anigozanthos manglesii)的根颈、花莛、叶为外植体，接种于不同浓度激 

素配比的MS培养基上。结果表明：根颈是曼氏袋鼠爪组培快繁的最适外植体：诱导芽生长的最适 

培养基为MS+6．BA 2．0 mg／L+NAA 0．1 mg／L，诱导率为93．3％；芽增殖的最适培养基为MS+6．BA 0．5 

mg／L+NAA 0．1 mg／L，增殖倍数为7：诱导生根的最适培养基为 1／2 MS+6·BA 0．01 mg／L+NAA 0．1 

mg／L，每苗生根数为 6～8个：蛭石+草炭土+河沙 (2：2：1)是组培苗成活及生长的最适基质配 

比，成活率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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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oot neck，scape and foliage of Anigozanthos manglesii were used as explants，which were inoculated to the MS 

subs~ate wim different hormonal concentr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ot neck is the best explan t of tissue culture and faSt 

propagation for Anig ozanthos manglesii．Th e best subslxate to induce the growth of sprout is M S+6·BA 2．0 mg／L+NAA 0．1 

mg／L，and the inductivity is 93．3％．Th e most suitable subs~ate for proliferation of bud is MS+6一BA 0．5 mg／L+NAA 0．1 mg 

and it proliferated 7 times．Th e best subs~ate to induce root is 1／2 MS+6-BA 0．01 mg／L+NAA 0．1 mg／L，and every seedling 

proliferates 6～ 8 roots．Th e be st substrate for living an d growing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is compound of vermiculite．plant aSh 

and sand (2：2：1)．andthe survival rate reaches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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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氏袋鼠爪 (Anigozanthos manglesii)又名袋鼠脚爪，为石蒜科 (Amaryllidaceae)袋鼠爪属 

(Anigozanthos)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澳大利亚，是澳洲一种很有价值的栽培花卉。既适合私家花园 

种植，又是一种非常好的切花。现已出口到世界的很多地方，尤其是美国、英国、荷兰、以色列、日本 

等国家【1 J。在我国，关于曼氏袋鼠爪的报道则很少。 

2002年 4月，本课题组将曼氏袋鼠爪引入天津，并在天津市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进行了栽培试 

验，对其育苗、栽培管理、切花采收等进行了研究【2】。因其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均较高，因此，可用以 

丰富我国绝大多势地区冬末春初切花种类单调的花卉市场。但是，在华北地区，温室栽培的曼氏袋鼠爪 

很难产生种子，用分株法繁殖，繁殖系数也较低，难以满足大量繁殖的需求。为此，我们从2005年春 

季开始对曼氏袋鼠爪进行快速繁殖研究，试图利用组织培养方法提高曼氏袋鼠爪的繁殖系数，扩大其种 

苗数量，达到合理开发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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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1 材料 

曼氏袋鼠爪(Anigozanthos manglesii)的外植体取白天津市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曼氏袋鼠爪植株。 

实验于2005年 3月一2006年 4月进行。 

1．2 外植体的消毒和接种 

采用根颈、花莛、幼叶3种外植体，首先用70％的酒精消毒30 S，再用0．1％的氯化汞溶液消毒 8～ 

10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6次，按其极性接种在选定的培养基上【3】。 

1_3 诱导、增殖与生根培养 

以MS为基本培养基，加琼脂 6．5 g／L，蔗糖 30 g／L，pH值调至 5．8左右，不同激素的配比见表 1。 

分装，高压灭菌 20 min。在超净工作台上将外植体分别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上，置于培养室中培养，光 

照强度为1 800~2 000 Lx，温度为22~25℃，光照时间每天为 1O～12 h，并观察、记录。 

表 1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代号 6-BA／mg．L— NAA／mg．L· 接种芽数／个 形成芽数，个 成芽率，％ 异显 性 

』 005 』 0．01 

D， 2 0．10 30 28 93．30 a A 

D， 1 0．10 30 22 73_30 b A 

D 3 0．10 30 17 56．70 c B 

Dd 1 0．20 30 14 46．74 c B 

D 2 0．20 30 12 0 c B 

D6 3 0．20 30 l1 36．70 

D， 1 0．50 30 9 30．0o 

DR 2 0．50 30 8 26．70 

Do 3 0．50 30 6 20．0o 

将诱导培养基中生长的芽切割成长度为2 cm 左右的小段，在无菌条件下接种于增殖培养基 (激素 

配比见表 2)中进行培养，每瓶接 2～3个芽。接种后置于培养室中培养，条件同诱导培养，接种 7 d 

后开始观察、记录增殖情况。 

表2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 

培养基代号 6．BA／mg·L。 NAMmg·L 接种芽数／瓶 增殖芽数／瓶 增殖倍数 

Dlo 0．1 0．01 1 1 0 

Dn 0．5 0．01 1 1 0 

O12 1．0 0．01 1 1 0 

DI3 0．1 0．05 1 2～ 3 2～ 5 

Dj4 0．5 0．05 1 2～ 3 2～ 5 

DI5 1．0 0．05 1 2--~3 2～ 5 

DI6 0．1 0．10 1 4～ 6 5 

DI7 0．5 0．10 1 8～ 10 7 

D18 1．0 0．10 1 3,--,5 4 

将增殖培养基生长中的无根苗分离出来，在无菌条件下接种于生根培养基 (激素配比见表3)中， 

每瓶2株，之后置于相同条件下培养。 

表3 不同激素配比对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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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栽培基质的筛选 

共设置 9种栽培基质，见表 4。将生根组培苗洗去培养基，栽植在经过消毒的栽培基质中，栽植 

密度为2 cm~3 cm，覆盖塑料薄膜，保持相对湿度为65％，观察、记录幼苗的生长情况。 

表4 不同栽培基质对组培苗成活率及生长情况的影响 

1．5 统计分析 

将根茎、花莛和幼叶消毒后分别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分别在接种 7 d和 30 d后观察生长状况。生 

长良好、长出丛生芽最多的为最适合组织培养的外植体。对各种外植体的发芽株数进行统计分析，对不 

同激素配比诱导率进行方差分析，测定其在 0．01水平上的方差显著性。成芽率=(萌芽数／接种外植体 

数)×100％；增殖倍数=增殖培养3周后丛生芽数／接种芽数；生根率=(生根数／接种外植体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选择 

从表 5可以看出 3种外植体 

接种在诱导培养基 (MS+6-BA 

1．0 mg／L+NAA 0．1 mg／L)上的 

生长情况。接种 1周后，40％的 

根颈长出绿色芽原基，一个月后 

长出4～5个丛生芽，高 1．5～2．0 

表5 不同外植体接种后调查结果 

外植体种类 接种数，个 接种7d 接种30d 

cm。花莛和幼叶无任何生长迹 I 

象，并逐渐变黄，失去活力。因此， 

2．2 不同激素水平对芽诱导的影响 

根颈 

花莛 

幼叶 

10 40％长出绿色芽原基 

10 变黄 

10 变黄 

每个外植体长出丛生芽 

4～5个，高 1．5～2．0 cm 

枯萎 

枯萎 

根颈为蔓氏袋鼠爪组培快繁的最佳外植体。 

以根颈为外植体，接种在不同浓度激素配比的MS培养基上，观察丛生芽的诱导情况。接种3周后 

的调查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将不同浓度的细胞激动素 (6-BA)和生长素 (NAA)进行配比 

后，对丛生芽的诱导作用不同。方差分析表明，曼氏袋鼠爪组培丛生芽诱导的最适激素配比为D2(6一BA 

2．0 mg／L+NAA 0．1 mg／L)，成芽率为93．3％。 

2_3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 

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增殖的诱导情况见表2。试管苗经过初代培养后，如果在原培养基上继续培养， 

增殖倍数很低，须将其转移到适宜的培养基中，才能提高增殖倍数。培养基中植物激素的状况在诱导植 

物组织形成器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表中可见，随着NAA浓度的增加，增殖倍数提高，当NAA 

浓度达到 0．1 mg／L时，增殖倍数可达 7。6-BA对幼芽增殖的影响与 NAA 不同。首先，幼芽增殖对6-BA 

浓度要求较高；其次，随着6-BA浓度的增加，增殖系数提高，但当6-BA浓度达一定值后，如果再增 

加，增殖系数反而下降； 6-BA浓度为0．5 mg／L时增殖倍数最高。本研究筛选出最佳的增殖激素配比 

为Dl7(6一BA 0．5 mg／L+NAA 0．1 mg／L)，4周为一个继代周期，每个芽可增殖8～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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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激素配比对生根的影响 

不同激素配比对生根的影响情况见表 3。植物激素在植物体内的作用可由基因控制，从而控制植物 

的生长发育【4】。外植体对激素的需求量取决于它本身内源激素的水平，这一水平又随植物种类、组织部 

位及生长期等因素而变动L5 J。在生根培养基中，接种7 d即可看到有根原基形成，培养4周后即可将 

生根苗从瓶中取出。不同激素配比的生根效果不同，随着NAA浓度的增加，生根数提高，当浓度达到 

0．1 mg／L时，生根数可达6～8条。6-BA的影响与增殖时相似，当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浓度再增加，则 

生根数下降。按平均生根数计，诱导曼氏袋鼠爪生根的最佳激素配比为 D26(6-BA 0．01 mg／L+NAA 0．1 

mg／L)，每苗的生根数达 6～8条 (见图 1)。 

2．5 不同基质对幼苗移栽成活率及生长的影响 

对幼苗进行不同基质的移栽试验，结果见表 4。从表中 

可以看出，第一种基质移栽试验的成活率可达 98％，且幼 

苗生长健壮，叶片油绿，移栽后一个半月便形成花序 (见 

图2)；尽管第二种基质的幼苗成活率可达 95％，但幼苗需 

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与第 一种基质相同的效果；第三、四、 

五种基质上的幼苗生长状况也较好，但是高度稍低；至于 

第六、七种基质，虽然幼苗的成活率可达 70％左右，但由 

于透气性较差，幼苗叶片黄绿、生长缓慢；幼苗在最后两 

种基质上生长的效果最差，可能是由于基质中既缺乏营养， 

又缺乏透气性。 

3．1 根颈是曼氏袋鼠爪组培快繁研究的最佳外植体。 

3．2 在MS培养基中添加6-BA 2．0 mg／L+NAA 0．1 mg／L最有利 

于丛生芽的诱导，诱导率达 90％以上。 

3．3 最佳增殖培养基为MS+6一BA 0．5 mg／L+NAA 0．1 mg／L，此 

时增殖倍数达 7倍。 

3．4 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1／2 MS+6。BA 0．01 mg／L+NAA 0．1 

mg／L，每苗生根数可达 6～8条。 

3．5 通过对栽培基质的比较试验发现，有 2种基质较适合曼氏 

袋鼠爪的移栽，分别为蛭石+草炭土+河沙和蛭石+草炭土。 

图 1 曼氏袋鼠爪组培苗生根培养 1个月 

图2 曼氏袋鼠爪组培苗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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