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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叶络石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王福银，史清云，朱 艳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句容 212400) 

摘要：花叶络石是攀援 、垂直等立体绿化好材料，具有较高观赏价值。通过正交试验等方法对花叶络石茎段组织培 

养外植体灭菌、玻璃苗预防、增殖培养、根诱导等关键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镇江句容花叶络石的最佳取材 

时间为4月中下旬，在引进 日本种源中筛选优良类型的母株上选取外植体 ，经过用 0．1％ HgCI，消毒灭菌 10 S，成活 

率为 80．5％；添加 3．5％的白砂糖和增加培养容器的透气性，能很好地预防玻璃苗的发生；MS附加 TDZ、BA、NAA 

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可有效促进试管芽苗增殖和生长，其中TDZ 0．01 mg／L+BA 2．0 mg／L+NAA 0．01 mg／L组合最 

适宜增殖与生长，增殖倍数达 5．6，生长高度为 2．8 cm；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IBA 0．5 mg／L +NAA 0．3 

m#L+CH 100 m#L+S 2％，生根率可达 95％；经生根的试管苗移栽于蛭石(V)：珍珠岩(V)：泥炭(V)=6：3：1的 

混合基质中，控制温度20—30 cc，相对湿度85％一90％，保湿15～20 d，其间适当遮荫，22 d后成活率9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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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叶络石(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Variega— 

turn’)是近年从 日本引进的优良彩叶植物。它属于 

夹竹桃科(Apocynaceae)络石属(Trachelospermun)常 

绿木质藤本，叶椭圆形至卵椭圆形，整个植株叶片由 

粉色叶、白色叶、白底绿斑叶、绿底白斑叶和绿色叶 

组成，叶色丰富，色彩斑斓，酷似花，非常漂亮，且观 

赏期长，是攀援、垂直等立体绿化的好材料。花叶络 

石常用扦插及压条方式繁育种苗，但繁殖系数低，扩 

繁速度慢，满足不了生产的需求，而且连续多代扦插 

易造成性状退化，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则可以有效地 

克服这些缺点  ̈J。因此，从 日本引进优 良种源的 

花叶络石中，经过初选获得的优良单株，用组织培养 

的方法繁殖，将保持原植株的优良性状。笔者对花 

叶络石茎段组织培养中的外植体灭菌 、玻璃苗预防 、 

增殖培养、根诱导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试图加快 

优良性状花叶络石的繁殖和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07～2008年在镇江句容进行。母株 

来自于日本引进经初选的优良单株。 

1．2 外植体灭菌 

将洗净的外植体用75％的乙醇溶液浸泡杀菌 

30 S，用无菌水冲洗 2～3次，然后置于消毒液中。消 

毒液 分 别 采 用 17％ H O 、0．1％ HgC1 、10％ Ca 

(CIO)，，}肖毒时间分别采用5，10，15 S和不}肖毒(对 

照)，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表面消毒后用无菌水冲洗3 

～ 4次，沥干水后迅速将带腋芽的茎段接到诱导培养 

基中，每瓶接 1个，每次 3O瓶，每组重复3次，15 d后 

统计污染率、死亡率和成活率。 

1．3 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培养试验 

待诱导出的不定芽长至 1．5 cnl左右，切下接人 

增殖培养基中进行增殖培养。增殖以MS为基本培 

养基，选定 TDZ(0．01，0．02，0．05 mg／L)、BA(1．0， 

1．5，2．0 mg／L)、NAA(0．01，0．05，0．1 mg／L)3种 

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 L。(3 )正交试验 J，接种培养 

30 d时观测试管芽苗增殖倍数和芽苗生长高度。 

1．4 玻璃苗预防处理 

在不同质量分数的白砂糖处理预防花叶络石试 

管苗玻璃化试验中，白砂糖 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3．O％，3．5％，4．O％，4．5％ 4个质量分数梯度；在 

增加培养容器的透气性对试管苗玻璃化影响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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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4孔透气孔封口膜(面积为12 cm×12 cm) 

与密闭封口膜为材料进行培养，具体试验为：处理 

I：三角瓶封闭式封口材料；处理 Ⅱ：三角瓶透气式 

封口材料。上述试验培养基均为 MS(Murashige and 

Skoog 1962)+TDZ 0．01 mg／+BA 1．0 mg／L +NAA 

0．1mg／L，琼脂用量 0．65％，pH 5．8。 

1．5 生根培养 

芽苗生根培养基筛选试验方法是将生长健壮的 

花叶络石芽苗，接种在 1／2MS附加不同质量浓度的 

生长素 NAA，IBA，以及不同配比水解酪蛋 白(CH) 

的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采用正交试验设计 

L9(3 )的方案 j，观察根的分化过程、调查生根数、 

根长、生根率等指标，选择最佳生根培养基。每处理 

30瓶，每瓶5个芽苗。 

1．6 组培苗移栽管理 

试管苗移栽试验方法是将已生根的试管小苗， 

移栽于蛭石(V)：珍珠岩(V)：泥炭(V)=6：3：1，6： 

3：3，4：3：3三种配比混合基质中，控制环境温度 25 
～ 30℃，相对湿度 85％ ～90％，保湿、遮荫 15～20 

d，35 d后统计成活率。 

上述除有说明外，所有培养基均加入 3％的白 

砂糖和0．65％卡拉胶，pH值为5．8，培养室温度白 

天为25～28℃，夜晚为 20～23℃，光照度 1 500～ 

2 000 lx，光照时间1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花叶络石外植体消毒方法的筛选 

消毒剂和消毒时间对外植体的灭菌试验结果表 

明(见表1)：不同消毒剂、不同消毒时间的灭菌效果 

差异显著。本试验以0．1％HgC12消毒 10 min效果 

最好，成活率达 80．5％。 

2．2 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组合对花叶络石试管芽 

苗生长的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组合对花叶络石试管芽苗 

生长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 2)表明，TDZ与 BA质 

量浓度是决定芽苗增殖的主要因子，由极差数据分 

析得知，TDZ的作用最大，其极差值为 2．9，其次为 

BA，影响最小的是 NAA。组合 6的芽苗增殖与生长 

效果最好，增殖倍数达 5．6，生长高度为 2．8 cm，且 

芽苗生长较壮；组合7和组合8，芽苗增殖倍数虽有 

小幅增加，但其芽苗生长高度大大下降，更为不利的 

是芽苗生长纤弱，叶片稀少、皱缩，叶形不正常，茎细 

弱，甚至出现烂心、玻璃苗现象。所以，花叶络石芽 

苗增殖培养基最佳组合为MS+BA 2．0 mg／L+TDZ 

0．02 mg／L+NAA 0．01 mg／L+白砂糖3％。 

表 1 消毒剂和消毒时间外植体灭菌结果 

表2 植物生长调节剂正交试验结果 

2．3 花叶络石玻璃苗预防处理 

从不同质量分数的白砂糖对花叶络石试管苗玻 

璃化及其生长的影响(见表 3)可看出，当白砂糖的 

质量分数在 3％～4．5％范围内，玻璃化苗发生的频 

率随质量分数的增加而显著降低，且各处理问的差 

异显著。白砂糖的质量分数为3％时，玻璃化苗率 

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可以看出白砂糖质量分数是 

影响玻璃化苗发生的重要因素，较高质量分数的处 

理可减少玻璃化的发生，其他差异不显著而且生长 

情况类似，故可选白砂糖3．5％作为继代培养的质 

量分数且较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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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向质量分数自砂糖对花叶络石组培苗玻璃化及其 

生长的影响 

玻璃苗率 =玻璃化苗数量／总苗数。 

培养容器内的湿度和透光率等因素直接影响试 

管芽苗的生长，封口材料透气性不同造成培养物所 

处的微环境差异。通过试验发现：处理 I玻璃化苗 

率为 19．47％，处理 Ⅱ为 6．42％。说明处于封闭状 

态下，容器内部微环境湿度大，气体缺乏交换，不利 

试管苗的健壮生长，容器内生长的芽苗细弱，叶色 

浅。用透气膜为封口材料，由于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微环境中的湿度低，利于试管芽苗呼吸交换，容器内 

生长的芽苗，叶色浓绿、健壮。 

2．4 花叶络石试管芽苗生根培养基筛选 

将经壮苗培养长至高为2～3 cm的花叶络石试 

管芽苗，接人生根培养基试验，生根培养 7 d后，基 

部出现愈伤组织，12 d后可见基部分化出许多根 

点，16 d后则生长出白色小根，30 d后统计结果并 

直观分析，结果见表4。 

表 4结果表明，对花叶络石生根影响最大的是 

IBA，其次是 NAA、CH的质量浓度。组合5与 6的 

生根率分别达到95％和90％，但从平均根长和平均 

根数来看，组合 5(I／2MS+IBA0．5 mg／L +NAA 

0．3 mg／L+CH 100 mg／L+白砂糖 2％)为最佳生根 

培养基。 

表 4 花叶络石生根正交试验结果 

组合 (NAA 
(

IBA 

(

CH 平均
／c

根长

m／ mg／L) ／mg／L) ／mg／L) 

平 数 长势 
出 ( ( ( ／条 ／％ 区 

细弱 

细弱 

细弱 

较粗 

粗壮 

较粗 

细弱 

细弱 

细弱 

2．5 花叶络石组培苗的移栽 

移栽试验结果(见表 5)表明，在相同条件下，基 

质对花叶络石试管苗移栽成活有影响。成活所需时 

间，成活率都有明显差异。蛭石(V)：珍珠岩(V)： 

泥炭(V)=6：3：1，成活所需时间22 d，成活率为 

91．5％，为最佳配比的混合基质。 

表5 3种基质对花叶络石试管苗移栽成活的影响 

3 小 结 

(1)在组织培养中，接种污染率的高低直接影 

响启动培养的进度。在试验中，经过0．1％HgC1 消 

毒 10 min的组培苗成活率达 80．5％。 

(2)增殖培养试验结果认为：花叶络石芽苗增 

殖最佳组合为MS+BA 2．0 mg／L+TDZ 0．02 mg／L 

+NAA 0．01 me,／L+白砂糖3％。 

(3)糖对试管芽苗的作用，主要为其生长提供 

碳源和调节渗透势，作为 ATP的供给者，糖对离体 

培养物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试验中发现提高白砂 

糖的质量分数对控制玻璃化有促进作用，但并不能 

完全抑制组培苗玻璃化现象的发生，过高的白砂糖 

质量分数会抑制试管芽苗的生长，说明玻璃化苗的 

产生不仅是由于能量的不足，可能与代谢紊乱有关。 

通过不同封口材料培养试验表明，试管芽苗生长效 

果的差异是由于透气状况不同引起的。其原因与较 

高质量分数的细胞分裂素类物质导致苗玻璃化的原 

他 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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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类似，可能在封闭状况下，较高质量浓度的BA加 

快了试管苗生长速度，芽苗呼吸作用大大增强，需要 

在培养的微环境中进行气体交换(水蒸气、氧气 、二 

氧化碳、乙烯等) 。在封闭状况下，容器内外气 

体得不到有效的交换，无法满足试管芽苗生长需求， 

导致组培苗玻璃化。采用透气类型的封 口膜，改善 

了通气状况，促进了呼吸，使 ATP供给较为丰富，满 

足了芽苗对 ATP以及呼吸代谢产物的要求，试管植 

株生长健壮。 

(4)生根培养试验结果表明，对花叶络石生根 

影响最大的是 IBA质量浓度，其次是 NAA，CH的质 

量浓度。从平均根长和平均根数来看，1／2MS+IBA 

0．5 mg／L +NAA 0．3 mg／L+CH 100 mg／L+白砂 

糖 2％为最佳生根培养基。 

(5)花叶络石组培苗移栽基质以 V(蛭石)：V 

(珍珠岩)：V(泥炭)=6：3：1较好。温度控制在 20 
～ 25℃之间，湿度在移栽前后 3～5 d控制在95％ 

以上，7 d后控制在 85％ ～95％左右，22 d即可成 

活，成活率达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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