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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婆婆纳 (Hebe)原产澳洲，主要分布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东南部 ，全属约 100种 ，栽培品种超过 800个， 

是一类观赏常绿花灌木。在澳洲和欧洲 ，被广泛应用在观赏园艺和庭院绿化上，并对 6e属植物的育种和栽培做了 

大量的研究。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逐步认识和引种 Hebe属植物，并有少量用于生产，但组培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未见 

报道。 

2002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从国外引入木本婆婆纳种苗，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和繁殖试验。作者以1年 

生无病虫害木本婆婆纳 ‘维力系列’中的 ‘维力镜像’( 6e‘Wiri Image’)优选单株为试材，取幼嫩茎尖作为外植 

体获得无菌植株，研究了以MS和 Anderson为基本培养基的不同培养基成分和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水平对木本婆婆纳 

组培增殖和生根的影响，以筛选合适的诱导培养基主成分及最佳增殖和生根培养基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组合。同时， 

研究了室外 自然光线下闭瓶培养和室内日光灯光线下闭瓶培养后在 3种不同基质配方中木本婆婆纳组培苗的过渡效 

果，以筛选最佳的过渡方式和基质。 

结果表明：MS+BA 1 ms／L+NAA 0．1 ms／L是木本婆婆纳 ‘维力镜像 ’理想的诱导培养基，MS+BA 0．1 ms／L+ 

NAA 0．1 mg／L是适宜的增殖培养基，20 d后繁殖系数可达4．3，平均苗高为 1．5 cm，且叶色油绿；MS+NAA 0．3 ms／ 

L+IAA 0．1 ms／L是有效的生根培养基，20 d时生根率为 100％。将已生根的瓶苗置于室外 自然光线下培养 7 d后移栽 

过渡，在腐殖土、珍珠岩比例为3：1时，成活率可达96％。 

通过对木本婆婆纳 ‘维力镜像’组培技术的研究，我们已初步掌握木本婆婆纳组织培养的技术和方法，可在短 

期内获得大量再生优质植株，加快繁殖速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木本婆婆纳将凭借其独有的品种性状、株型、花色在 

国内园林绿化、庭院栽培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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