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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虹花的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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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名称 杜虹花(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又称毛将军、灯黄 。 

2材料类别 项芽和带侧芽的茎段。 

3培养条件 基本培养基为MS。(1)启动培养基： 

MS+6-BA 1．0 mg． (单位下同)+NAA 0．1：(2)增殖 

培养基：MS+6一BA 0．8+IBA 0．02；(3)壮苗培养基： 

1／2MS+6一BA 0．2+IBA 0．1：(4)生根培养基：1／2MS+ 

mA 0．2。以上培养基均加3％蔗糖和 0．75％琼脂， 

pH 5．8。培养温度为(25~2)℃，连续光照 12 h．d～， 

光照强度为 30,-40~tmo1．m-2．s～。 

4生长与分化情况 

4．1启动培养 从母株上切取带顶芽和侧芽的茎段， 

除去叶片，在洗衣粉洗涤液中浸5 min，用软毛刷轻 

轻刷洗，再在流水下冲洗 1 h，然后在超净工作台 

上，剥取项芽约 1．5 cm长或将带芽茎段切成 1．5 cm， 

放入75％的酒精中浸 5 10 S，用无菌水冲洗 3次， 

再用0．1％的升汞消毒 10—15 min，无菌水冲洗6次， 

吸干材料表面水分后，切去末端受升汞毒害褪色部 

分，切成 1 cm左右的芽或带 1个腋芽的茎段，接种 

到培养基(1)上。接种 10 d左右芽或茎段的基部开 

始膨大，30 d后有的外植体已有不定芽生成，60 d 

后形成部分丛芽。 

4．2增殖培养 将新生丛芽切成带2 个芽的小块， 

接种到培养基(2)上，19 d左右有丛芽生成，30 d时， 

增殖系数达 7．3。反复分切丛生芽，在培养基(2)中 

进行增殖培养，可以获得大量的丛生芽。 

4．3壮苗培养 将丛生芽转入培养基(3)中进行壮苗 

培养，20 d后丛生芽逐渐长高长壮，叶片展开快速， 

同时丛生芽也会继续增殖。 

4．4生根培养 经壮苗培养的幼苗长至4 cm左右， 

带6张叶片时，将其沿茎基部剪断接入培养基(4)中 

进行生根培养。20 d左右，小苗基部切口处长出 

4 条根，根长达3~4 cm，生根率达90％以上。 

4．5 炼苗与移栽 经过生根培养的大部分苗根长 2 

cm以上时，挑选生长健壮的完整植株，敞开瓶盖， 

炼苗 3̂5 d，轻轻取出小苗，以清水洗去根部残留的 

琼脂，移栽于苗床中。移栽基质的组成为菜园土： 

废菌糠：珍珠岩(3：1：1)，栽好后浇透水。移栽 10 d 

期间，50％一70％的遮荫，盆土保持湿润。成活率 

可达 95％ 以上 。 

5意义与进展 杜虹花为马鞭草科紫珠属常绿性灌 

木，自然分布在我国浙江、江西和福建等省，生长 

于海拔 600 m以下的山坡、沟谷灌丛中。初夏开 

花，花小型，排列成腋生的聚伞花序，淡紫色、粉 

红或紫红色，果实为球形浆质核果，与绿豆差不多 

大，成熟时紫色。花期 4 月，果期7—10月。杜 

虹花花果艳丽，挂果期长，适宜于园林中栽培观赏， 

也可用于盆栽观赏或植于灌木丛中、树林下，是极 

具开发前景的一种野生花卉。杜虹花还是一种多 

用途的药材，能补肾清血，治风湿、神经痛、喉 

痛等。叶可治疮疖、痈肿及各种内外伤出血(李 

德英和袁惠德 1992)。常规情况下杜虹花用扦插和 

播种繁殖，但其繁殖速度慢，增殖率低，采用组织培 

养可快速获得大量种苗，成苗快且整齐，本文结果 

对其开发利用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杜虹花的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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