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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海棠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 

方勇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7) 

摘要：采用盆栽玫瑰海棠的叶片作外植体进行组织培养试验 结果表明：用0．1 HgCl z对叶片表面灭菌 

10 min的死亡率和感染率较低，接种于3／4 MS+6-BA 2．5 mg／L+NAA 1．0 mg／L+琼脂7．8 g／L+蔗糖 25 

g／L的培养基上诱导出新生芽，在 3／4 MS+6-BA 1．0 mg／L+NAA 0．2 mg／L+琼脂 7·8 g／L+蔗糖 25 g／L 

的培养基上，增殖系数可达6～8；在1／2 MS+KT 2．0 mg／L+NAA 0．3 mg／L+琼脂7·8 g／L+蔗糖25 g／L的 

培养基上培养25 d左右，可形成 6～9条粗壮的根和2．0～3．0 cm高的完整植株 ，试管小苗带培养基移栽到泥 

炭+泥沙+锯屑(1：1：1)的基质上，成活率达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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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Begonia mannii 

FANG Yong 

(Bio—engineering Branch，Jinhua College of Profession and Technology，Jinhua 321007，China) 

Abstract：Tissues culture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the blade of Begonia mannii in pot as explants 

Results showed that explants of blade's which their surfaces treated by 0．1 HgC12 for 10 min could 

obtain lOW rate of dead and infection，and they could be induced to regenerate plant when they were 

inoculated in culture medium of 3／4 MS+6一BA 2．5 mg／I 十NAA 1．0 mg／I 十Agar 7．8 g／I 十Sucrose 

25 g／I ．The regenerated plant of B．mannii cultured in 3／4 MS十6一BA 1．0 mg／I +NAA 0·2 mg／I 十 

Agar 7．8 g／I 十 Sucrose 2 5 g／I had the propagation coefficient of 6～ 8 An 2·0～ 3．0 cm 

individual plant with 6，、。9 strong roots was obtained after the regenerated plants were divided and 

cultured in 1／2 MS+KT 2．0 mg／I + NAA 0．3 mg／L十Agar 7．8 g／I 十Sucrose 25 g／i for 25 

days．The optium transplantation medium is Peat+Silt+ Sawdust(1：1：1)in which 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 test—t ube seedling is 95 

Key words：Begonia mannii；tissue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 

玫瑰海棠 (Begonia mannii)为秋海棠科的多年生草本花卉，是由素科特海棠 (Begonia socotrana 

Hook．)与球根海棠 (B．tuoerhybrida Vois．)的杂交种经多年选育而产生的。玫瑰海棠花色娇艳优美 

如玫瑰，花期长达4～6个月，性喜冷凉，生长适温在 15～18。C，较耐荫 ，十分适宜室内、阳台、雨棚 

等非阳光直射区域摆放，是理想的室内观赏花卉 ，目前市场上平均售价在30~50元／盆 ，是极受欢迎 

的小型盆花之一，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但在实际生产上，玫瑰海棠系雌雄异花的多年生草本花 

卉，利用种子繁殖后代易发生花朵由重瓣向单瓣变异，且种子播种的成功率极低 (据有经验的花农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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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其种子播种成功率只有1 9／5左右)；利用分株繁殖的增殖率也较低，因而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如 

何实现玫瑰海棠的快速繁殖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为此，作者利用组织培养的方 

法对玫瑰海棠叶片进行诱导，建立玫瑰海棠的再生体系，为玫瑰海棠的快速繁殖和规模化生产提供技 

术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盆栽的玫瑰海棠叶片作外植体。 

1．2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试验于2003年5月～2004年6月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组培室进行。 

1．3 试验方法 

1．3．1 外植体的灭菌及接种 选取玫瑰海棠的健壮无菌斑的叶片，用流动的自来水冲洗干净，在超净 

工作台 (预先工作 15 min)上分别用O．1 9／5 HgC1。溶液 (每100 mI HgC1 溶液加 1O滴吐温一20)对叶 

片表面消毒5 min(处理A )、10 min(处理A z)和 15 min(处理A。)；然后用无菌水冲洗5次，把已 

灭菌的玫瑰海棠叶片用无菌滤纸吸去表面的水分后置培养皿中，用解剖刀切割成 1 cm×1 cm的小块， 

接 种于不同的诱导培养基(初代培养基)上 。每瓶接种1小块 ，在温度为 (2 4±1)。C，光照时间为 

12 h／d，光照强度为8O0～1 500 lx的条件下培养。 

1．3．2 丛生芽诱导培养 以B1(3／4 MS+6一BA 2．5 mg／[ +NAA O．1 mg／L)、B 2(3／4 MS+6一BA 

2．5 mg／L+NAA O．5 mg／I )、B。(3／4 MS+6一BA 2．5 mg／I +NAA 1．O mg／I )为丛生芽诱导培养基 

(所有培养基均附加蔗糖25 g／L和琼脂7．8 g／I ，调pH至5．8，下同)，观察比较在不同培养基下培养 

1O、2O、30 d的叶片诱导情况。 

1．3．3 丛生芽增殖培养 将诱导出的玫瑰海棠丛生芽分切成小丛生芽，接种于Ci(3／4 MS+6一BA 

1．O mg／L+NAA O．1 mg／I )、C2(3／4MS+6一BA 1．O mg／[ +NAA O．2 mg／L)、C3(3／4 MS+6一BA 

1．O mg／L+NAA O．5 mg／[ )培养基上。每瓶接种5株，各接种2O瓶。小丛生芽上不断分化出很多幼 

芽，约30 d后可继代 1次，观察比较不同丛生芽增殖培养基的增殖系数。 

1．3．4 不定根诱导培养 将高2～3cm的生长健壮的玫瑰海棠无根苗接种 到D (1／2MS+KT 

2．0 mg／I +IBA 0．1 mg／i )、D2(1／2 MS+KT 2．0 mg／i +NAA 0．3 mg／I )、D3(1／2 MS+IBA 

0．1 mg／L+NAA 0．3 mg／I )培养基上。每瓶接种5株，各接种2O瓶，培养25 d观察比较不同培养基 

中根的生长状况。 

1．3．5 移栽 在培养室内将培养瓶打开，通风炼苗6 d，将根部不带培养基小苗和根部带培养基小苗分 

别 移栽到用2g／L多菌灵溶液消毒过的泥炭 +泥沙 +锯屑 (1：1：1)和椰糠 +泥炭 +珍珠岩 

(2：2：1)2种基质中，根部浇上含1／2 MS大量元素的稀释培养液，每处理25株苗 ，分5行植，用薄 

膜覆盖，每天喷水2次，每7 d喷多菌灵2次，移栽25 d后观察比较不同处理的幼苗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灭菌时间对外植体的影响 

植物材料的灭菌是组织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常用的植物材料灭菌剂中，HgC1 是一种极有效 

的杀菌剂 卜 。但灭菌时间的长短对不同外植体的死亡率和感染率有较大的影响[5]。由表1可见，灭菌 

时间由5 rain延长到 15 rain，外植体的感染率由64、29 9／6下降到25．81 9／6，而由于HgC1 z伤害导致的死 

亡率则由28．57 9／5上升到61．29 9／5。3种灭菌处理以用0．1 9／6HgC1 溶液处理10 rain的效果较好，外植体 

无感染存活率达26．4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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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对诱导玫瑰海棠丛生芽分化的影响 

由于初代培养基中的激素配比不同，玫瑰海棠丛生芽分化 的时间有较大差异 。处理B。在接种 

10 d左右即出现黄绿色的疏松的愈伤组织，在25 d左右既出现大量的绿色小芽点，在35 d左右即有大 

量的丛生芽出现；而处理B 和处理B 的分化时间较处理B。显著地晚一些，新萌发的芽点明显少，处 

理B】在35 d左右才出现叶片增厚，处理B。在25 d左右才出现叶片增厚、35 d左右才出现绿色芽点。可 

见，玫瑰海棠诱导丛生芽培养基中激素配比以6-BA 2．5 mg／I +NAA 1．0 mg／I 比较适宜。 

2．3 不同激素配比的增殖培养基对玫瑰海棠继代的影响 

不同激素配比的增殖培养基对玫瑰海棠继代的增殖影响是不同的。处理C 的茎粗短、生长缓慢、基 

部无愈伤组织，有些茎存在生长畸形的现象，增殖系数为2．1，这可能是由于生长激素偏少所导致；处 

理C。的茎生长较快，但较细长，存在失绿的现象，增殖系数为7．4；而处理C 的增殖系数虽与处理C。 

相近，为7．3，但其茎生长粗壮，30 d后开始展出绿色小叶，45 d后形成小植株体。可见，增殖培养基 

中激素配比以6一BA 1．0 mg／I 4-NAA 0．2 mg／[ 比较适宜。 

2．4 不同激素配比的生根培养基对玫瑰海棠生根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处理D。7 d开始分化出辐射状的乳白色根，25 d时每株生根6～9条，其根细弱， 

根长4．0～5．0 cm，苗高1．0～2．0 cm，生根率达 100 9／5，每株根数为7．4；处理D 7 d开始分化出辐 

射状的乳白色根，25 d时每株生根6～9条，根粗壮，根长3．0～4．0 cm，苗高2．0～3．0 cm，生根率达 

100 ，每株根数平均为7．3；处理D 12 d开始分化出辐射状的乳白色根，25 d时每株生根3～4条，根粗 

短，苗高0．5～1．0 C1TI，生根率达86 ，每株根数平均为2．8。处理D。的生根率、每株根数虽与处理D：的 

相同且均优于处理D ，但根细弱，苗生长缓慢；而处理D 的生根率、每株根数、根长、苗生长速度和植株 

生长等方面较为理想。可见，玫瑰海棠的生根培养基的激素配比以KT 2．0 mg／I 4-NAA0．3 mg／[ 为 

比较适宜 。 

2．5 不同基质及带培养基和不带培养基对移栽苗成活率的影响 

由于玫瑰海棠试管苗的根、茎和叶均极其脆嫩，洗去根部培养基移栽幼苗极容易受到损伤，从而 

导致移栽成活率的极大降低 。因此，作者根据玫瑰海棠根系生长需要较湿润且透气的环境[6 配制两种不 

同移栽基质，并对带培养基和不带培基的移栽苗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以泥炭十泥沙+锯屑为基 

质，带培养基的小苗移栽成活率为95 ，不带培养基的小苗移栽成活率为48 9／5；而以椰糠+泥炭+珍 

珠岩为基质，带培养基的小苗移栽成活率为86 9／5，不带培养基的小苗移栽成活率为35 9／6。可见，无论 

是否带培养基移栽，以泥炭+泥沙+锯屑为基质的成活率均比以椰糠+泥炭+珍珠岩为基质的高，这 

可能是锯屑的保湿性能比椰糠的保湿性能好的缘故；而带培养基移栽的幼苗在供试的两种基质上的成 

活率分别比不带培养基移栽的高50 9／6左右。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清洗幼苗根部培养基的过 

程中造成根系和茎叶损伤；另一方面是带培养基移栽的幼苗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强，在移栽后 3～4 d 

即可长出新根，而不带培养基移栽的幼苗在移栽7～8 d后才长出新根。 

3 结论与讨论 

(1)玫瑰海棠叶片用0．1 0／ HgCIz溶液 (每 100 mI HgCI 溶液加10滴吐温一20)处理 10 min，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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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菌水冲洗4～5次的灭菌效果相对较好，但外植体的无感染存活率也仅为26．47 。合适的灭菌方 

法 仍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玫瑰海棠丛芽发生的初代诱导培养基和增殖培养继代培养基虽然分别以 

3／4 MS+6一BA 2．5 mg／I +NAA 1．0 mg／I +琼脂7．8 g／[ +蔗糖25 g／[ 和3／4MS+6一BA 1．0 n1g／I 

~NAA 0．2 mg／[ +琼脂7．8 g／[ +蔗糖25 g／[ 比较合适 ，但培养的时间仍较长，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2)玫瑰海棠组织培养的生根培养基以1／z MS+KT 2．0 mg／[ +NAA 0．3 mg／I +琼脂7．8 g／I 

+蔗糖25 g／[ (pH 5．8)的效果较好，一般在培养7 d后即长出新生根，25 d后即可炼苗移栽。 

(3)玫瑰海棠试管幼苗移栽，以泥炭+泥沙+锯屑 (1：1：1)为移栽基质的效果较好；带培养基 

移栽的幼苗在移栽后 3、4 d即可长出新根，适应环境能力较强，成活率达95％，并可减少洗去培养基 

的麻烦，该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4)采用玫瑰海棠叶片作外植体进行组培快繁，能极大提高繁殖系数，成本比较低，便于实现玫瑰 

海棠小型盆花的规模化生产，满足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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