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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试管苗继代培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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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互助县林业局 ，互助 810500) 

摘 要：文章探讨了满天星试管苗增殖过程中，不同生长调节剂、碳源、水质活性碳对增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NAA0．5mg／L和 BAlmg／L的生长调节剂组合下，试管苗增殖效果好，苗壮，增殖倍数为5；用 40 L的市 

售白糖代替 30 L的化学纯蔗糖作为培养基的碳源是可行的，既降低了配制培养基的成本，又不影响苗的增殖和 

质量；但以自来水代替蒸馏水作培养基的水质，则不利于生长和增殖，0．2％的活性碳在30d内有利于试管苗的株 

高的增加，但对芽的诱导无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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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满天星(Gypsophila paniculata．L)别名霞草，它 

是插花作品中重要的背景花，在许多花卉作品中应 

用极为广泛。近 十年来，我国 电进行 了满天星的快 

繁研究  ̈J，但青海省目前关于满天星试管苗的增 

殖及如何在增殖中降低成本方面的研究很少。本试 

验在对满天星茎尖诱导成芽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 

出适宜其试管苗增殖的最佳生长调节剂组合，同时 

做了不同碳源，水质及添加活性碳的试验，以期为试 

管苗的商业化生产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1．1 材料 

以满天星的健壮植株为基础材料，取其茎尖经 

初代培养后，形成 6cm左右的无根苗，将无根苗在 

无菌条件下剪成 l cm左右带一个芽的切段，作为供 

试材料。 

1．2 方法 

将供试材料分别接种于 MS培养基和添加不同 

种浓度的生长调节剂如 6一BA(6一苄基腺嘌呤)， 

KT(激动素)，NAA(萘乙酸)的培养基中，每 lOd记 

录试管苗增殖生长情况，培养室温度为(24±2)℃， 

湿度78％，光照(1400～1600)LX，(10～12)h／s，碳 

源和水质试验及以市售白糖 (以下简称白糖)代替 

化学纯蔗糖(以下简称蔗糖)作为培养基的碳源；用 

自来水代替蒸馏水配制培养基：添加0．2％活性碳 

和未添加的作对比，分析其对试管苗增殖和生长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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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生长调节剂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接种材料经 3d暗培养后，从暗柜中取出，在光 

下培养，经40d后芽的增殖生长情况见表 l，可知在 

不含生长调节剂的 MS培养基上，芽的增殖倍数仅 

为 1．2，株高为 5cm，芽长势弱，基部叶发黄干枯，而 

接种于含细胞分裂表 6一BA或 KT培养基中的材 

料，其芽生长比基本培养基MS中的有所提高，芽平 

均增加 1．3个，株高增加0．85cm，长势也稍好，可见 

添加分裂素可以打破顶端优势，促进芽生长，诱导芽 

的发生，促进其丛生 。从表 1数据可见，就这两种 

细胞分裂数来说0．5rag／16一BA对芽的增殖效果要 

略好于 1rag／1KT，这与菊花 、香石竹 、呜山大枣 

试管苗 对植物激素反应相一致。 

在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配合使用的培养基上， 

芽的增殖效果好于只加入细胞分裂素的，因为 NAA 

在一定浓度下可促进芽的生长分化 ，在不同生长 

调节剂的组合中，NAA与6一BA的组合其增殖效果 

均好 于 与 KT 的 组合 效果，从 表 l可 知 虽 然 

NAAO．1mg／L 和 BAO．5mg／L，NAAO．5mg／L 和 

BA1．Omg／L，组合对芽的增殖倍数为 5，无显著差 

异，但两者从长势分析，后一种组合好于前一种，试 

管苗粗壮，株高为 9．7cm。从芽分化时间来分析(见 

图 1)，不加任何调节剂的MS培养基上的试管苗分 

化比加入调节剂上的迟 2～3d。只加入细胞分裂素 

的培养基上，芽在接种后 10d开始分化，分化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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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0～30d，平均每隔 10d可分化形成 1．3个菟， 

以后慢慢下降，到40d后几乎无芽产生；在生长素和 

细胞分裂素配合使用的情况下，第 10d开始分化，其 

分化高峰出现在第 20～40d，较单独使用细胞分裂 

素的持续时间长，每 10d增加 1．6个芽，40d以后仍 

有芽的分化，但其强度有所降低。从本试验说明满 

天星试管苗的增殖过程中，生长调节剂的种类、浓度 

组合及用量的不同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利于满天 

星继代增殖的最佳生长调节剂组合为 NAA0．5mg／L 

和 BA1．0mg／L。 

表 I 不同生长调节剂对试管苗的影响(培养40d后的结果) 

长势标准： 芽粗 叶色 

强 >2．5mm 绿 2～2 5 mm 

浅绿 l～2 mm 

2．2 不同碳源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不同碳源对试管苗芽增殖的影响的试验表明 

(见表 2)，以3O L白糖为碳源对切段进行培养，芽 

增殖效果较差，增殖倍数为4，显著低于使用同浓度 

的蔗糖，这是由于白糖纯数不够，使碳源的实际加入 

量不足，满足不了芽增殖生长所需。以5Og／L的白 

糖作为碳源，40d时，记录芽的增殖倍数为4．0，显著 

低于 3O L蔗糖的，这是因为碳量过多，超出芽的分 

化生长所需，反而抑制了芽的分化，继续培养，芽数 

仍不断增加，40d以后，增殖倍数为 6，但长势细弱， 

叶发黄，这是由于一部分碳量和养分已消耗，而多余 

的这部分碳量作为养分补充给试管苗生长所需，使 

其继续分化，但长势细弱，叶发黄。不利于下次的增 

殖。而以4Og／L的白糖作碳源，芽增殖倍数为 5．2， 

株高为6．9cm。和 3O L的蔗糖相比，对芽的增殖效 

果无显著差异 ，芽势也好，苗壮，可见满天星试管苗 

增殖培养中，以4O L白糖作碳源是可行的。在草 

莓的离体培养 和香石竹试管苗培养中有相同的 

报道㈨ 。 

表2 不同碳源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培养40d后的记录情况) 

培养基 为 NA0．5mg／L +6一BA1．0mg／Lo 

2．3 不同水质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在碳源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水质对比试 

验，结果表明(见表 3)，水质以蒸馏水为好，切段在 

自来水配制的培养基中，芽的增殖倍数为 3，株高为 

6．9cm，而以蒸馏水配制的培养基中增殖倍数为5， 

株高为9．7cm。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来 

水中某些元素超过试管苗分化生长的需求量，致使 

芽数减少，长势弱，这种现象在前 10d不太明显，随 

培养时间的延长，则表现愈加显著，尤其是芽分化明 

显减少，甚至不再分化，植株高度显著低于蒸馏水配 

制的培养基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在培养初期， 

切段本身有一定养分，对培养基依附性不强，随时间 

的延续，本身养分耗尽，须从培养基中吸取养分，则 

培养基中物质对芽生长分化的影响就逐渐显露出 

来。此试验结果与香石竹、马铃薯脱毒试管苗、斑叶 

竹节海棠对水质的反应相同⋯儿 J，但与草莓对水 

质的结果相反 J，说明在试管苗的增殖过程中，植 

物种类不同，地区不同，水质试验的结果是不一致 

的。 

表 3 不同水质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蒸 MS+NAAo 5+BAl 0 20 100 9．7 5．0 A 
馏 
水 MS+NAA0．1+BAo 5 20 90 8．4 4．5 A 

自 MS+1AA0．1+BA0 5 20 60 6．9 3．0 B 
来 
水 MS+NAAo l+BAo 5 20 60 7．6 3．3 B 

2．4 0．2％的活性碳对试管苗增殖的影响 

表4 活性碳对芽的影响(40d后结果) 

培养基为 NAA0．5mg／L+BA1．0 rrlg／L。 

在培养基中加入 0．2％活性碳和未加入活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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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得知，当加入活性碳后芽数增殖倍数明显降 

低(见表4)，当20d后才有芽的少量分化，经40d培 

养，芽增殖倍数仅为 1．5，株高在接种后 30d内增加 

迅速，株高为 l】cm，比未加活性碳的高出 1．3cm，主 

要表现在节问的增长上，并且长势弱，苗细长，叶色 

偏黄，在30d后株高增加相对于前期下降，随着时间 

的推移，加活性碳和不加活性碳的植株株高趋于相 

等。此现象和百合试管苗中活性碳的作用相反  ̈， 

从试验结果看活性碳对满天星试管苗芽的分化有抑 

制作用，是因为活性碳对生长调节剂起了吸附作用。 

大量文献表 明活性碳可以抵消生长凋节剂 的作 

用  ̈ 』，故苗长势弱，分化强度非常小，在培养前期 

满天星试管苗株高增加迅速，主要是活性碳吸附了 

琼脂中的杂质及蔗糖在高温灭菌过程中降解产生的 

5一羟甲糠醛等杂质，从而造成苗的徒长u ，后 

期由于作用减弱，徒长消除，所以株高与未加活性碳 

的培养基上的株高趋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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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7页)必须定期养护管理，特别是修剪、疏 

枝，修剪在植物景观配置中是关键的工作。而且随 

着植物的不断生长，如果养护管理跟不上，植物的状 

态与最初的设计出现相悖的状况：如地被植物老化、 

花灌木丛生、大乔木间距过密、长势减弱等等。适当 

的疏减可以增强植物景观的观赏性，更可以使其保 

持良好的生态群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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