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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MS为基本培养基，附加不同浓度的 6-BA、NAA、KT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藤本月季“莫扎特”品种 

的组培快繁技术进行了研究．同时在 4—1O月进行了试管苗移栽基质筛选试验．结果表明：适宜的诱导培养基为 MS 

+6-BAO．5 mg／L+NAA0．05 mg／L。腋芽萌发率达 220 ．平均芽高为 2．6 cm；增殖培养基以 MS+KT0．5 mg／L 

+NAA0．5 mg／L效果最好 ，增殖系数达 4．2。且芽生长健壮；最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l／2MS+IBA0．1 mg／L，生根 

率可达 95％，且根粗壮发达．在移栽试验中，最佳的移栽基质为蛭石，且每年适宜在 5、6月和 9月进行试管苗移 

栽，其移栽成活率高达 9O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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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BA ，IAA，NAA，and KT were studied on the es- 

tablishment of subcultures and rooting cultures of climbing rose(Rosa chinensis CV．M ozar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itable induction culture media was MS+6一BA 0．5 mg／L+NAA 0．05 mg／L，for the 

sprouting rate of axillary bud up to 220％ and average growth height of bud was 2．6 cm．The optimum me— 

dium for multiplication was MS+KT 0．5 mg／L+NAA 0．1 mg／L，with the multiplication coefficient up to 

4．2，and the buds grew strongly．1／2MS+IBA 0．1 mg／L was the optimum medium for rooting，with roo— 

ting percentage was 9 5 ，the roots developed wel1．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was obviously high with 

vermiculite as media．The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was up tO 90％～95 in May，June and September． 

Key words：climbing rose；tissue culture；MS medium 

藤本月季(Rosa Chinensis)为蔷薇科蔷薇属攀 

缘植物，是近年来国外选育出的可用于城市园林绿 

化的1个新的月季品种 ．其三季开花，花朵繁多，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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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单杆可萌生分枝 50个以上，每个分枝可着花 5-6 

朵，略加修剪可形成圆球状、圆柱状、拱门形、花海、 

花山等景观 ．藤本月季抗热、耐寒 引、耐盐碱 、抗 

旱、抗病，花持久，再生能力强，为近年来城市垂直绿 

化美化中不可替代的优 良品种．藤本月季目前采用 

扦插和嫁接繁殖法，繁殖系数低，速度慢，且价格昂 

贵．本试验开展了藤本月季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旨 

在为藤本月季找到一种快速有效的繁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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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兰州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品种圃内藤 

本月季‘莫扎特’二年生植株，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 

害植株的当年生枝条中段(带饱满而未萌发的腋芽) 

为外植体．将选取的外植体剪去叶片、保留叶柄，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将其剪成 1O 

cm长带腋芽的茎段，放人高温灭菌的瓶中，加入 75 

的酒精浸摇 30 S，然后倒出酒精，用0．1 的升汞 

溶液消毒 8～10 rain，用无菌水冲洗 5次，待接种[5]． 

1．2 腋芽的诱导培养 

用镊子拽去消毒茎段上的叶柄，使腋芽裸露，再 

将茎端切成长 1．5 cm的单芽小段，接种于诱导培养 

基 ：MS+6一BAO．5 mg／L；MS十6一BA1．0 mg／L；MS 

+6-BAO．5 mg／L+ NAAO．05 mg／L；MS+ 6-BA 

1．0 mg／L+NAAO．1 mg／L 中，每个 处理 重 复 3 

次，每个重复接种 3O个单芽小段，接种 3 d后观察 

芽萌发情况．芽高为叶腋到芽顶端的长度． 

1．3 芽的增殖继代培养 

将已萌发长至 1．5 cm的丛生芽切成单芽，转接 

到增殖继代培养基：MS+6-BAO．5 mg／L+NAA 

0．05 mg／L；MS+ 6-BAO．5 mg／I + NAA 0．1 

mg／L；MS+6-BA1．0 mg／L+NAAO．1 mg／I ；MS 

+KT 0．5 mg／L+NAAO．1 mg／L中，每个处理接 

种 40个单芽，接种 7 d后观察离体芽的增殖情况． 

1．4 试管苗的生根培养 

将继代培养中生长健壮、高2 cm以上的无根苗 

切成单株(较矮的芽接种于培养基中进行继代增殖 

培养)，转接 到 生根 培 养 基：1／2MS；1／2MS+ 

NAAO．05 mg／L~1／ZMS+NAAO．1 rag／L；1／2MS 

+IBAO．1 mg／L中，每个处理接种 40个单株，接种 

3 d后观察幼苗的生根情况． 

1．5 炼苗与移栽 

将根系生长良好的试管苗在室内揭开封膜 口炼 

苗2～3 d，然后轻轻取出试管苗，用温水洗净根部粘 

附的培养基，在高效El光节能温室中，移栽于厚度达 

15 cm的栽培基质苗床中．选用的栽培基质分别为： 

蛭石；珍珠岩；蛭石+珍珠岩(1：1)；蛭石+珍珠岩 

+泥碳(1：1：1)，经高锰酸钾彻底消毒．从 4月下 

旬开始到 l0月中旬为止 ，每月进行 1次移栽试验 ， 

每个处理均为 100棵苗．幼苗栽植后用1 g／kg的多 

菌灵溶液浇湿基质，遮荫保湿，移栽 2O d后统计幼 

苗成活率 ]． 

1．6 培养条件 

MS培养基中蔗糖为 30．0 g／L，1／2 MS培养基 

中蔗糖为 20．0 g／L，琼脂均为 3．8 g／L，pH5．8，培 

养温度为(25±2)℃，光照强度 2 000～2 500 lx，光 

照时间 10～12 h／dE ． 

2 结果与分析 

2．1 腋芽的诱导培养 

藤本月季‘莫扎特’的茎端在接种 3 d后腋芽开 

始萌动，但萌芽率及芽的生长情况因培养基内激素 

浓度的不同而异．由表 1可知，培养基 MS+6一BA 

0．5 mg／L和 MS+6一BA1．0 mg／L中由于只加入了 

细胞分裂素(6-BA)，诱导产生的丛生芽数、腋芽萌 

发率和平均芽高均显著低于培养基 MS+6-BAO．5 

mg／L+NAAO．05 rag／L(P<O．05)．培养基 MS十 

6-BAO．5 mg／L+NAAO．05 mg／L中细胞分裂素和 

较低浓度的生长素(NAA)配合使用有利于腋芽的 

萌发，腋芽萌发率高达 220 ，平均芽高 2．6 cm，且 

丛生 芽生长健壮．培养基 MS十6一BA1．0 mg／L+ 

NAAO．1 mg／L中生长素浓度增大，腋芽萌发率下 

降至 95 ，平均芽高2．01 cm，且丛生芽长势一般． 

综上所述，以萌芽率及芽的生长情况作为评价标准， 

MS+6-BAO．5 mg／L+NAAO．05 mg／L为藤本月 

季“莫扎特”品种诱导的适宜培养基． 

2．2 不定芽的增殖继代培养 

由表 2可知，培养基 MS+6一BAO．5 mg／L+ 

NAAO．05 mg／L由于生长素(NAA)浓度偏低而增 

殖芽数较少，增殖系数显著低于其它培养基(P< 

0．05)．培 养 基 MS+ 6一BAO．5 mg／L+ NAA 

0．1 mg／L和 MS+6一BA1．0 mg／L+NAAO．1 mg／L 

中随着 6-BA和 NAA浓度的增加 ，增殖芽数增多， 

增殖系数分别达 2．7和 2．2，且芽生长健壮．培养基 

MS+KTO．5 mg／L十NAAO．1 mg／L中将 6-BA更 

换为 KT，增殖芽和增殖系数均明显提高，且显著高 

于其它培养基(P<O．05)，芽生长健壮，同时在芽基 

部不断有不定芽萌动的迹象．由此可见，培养基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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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0．5 mg／L+NAA0．1 mg／L即可实现芽的高 

效增殖，又能保证分化出的芽健壮生长，可视为藤本 

月季‘莫扎特’最适宜的增殖继代培养基[8 。。． 

2．3 试管苗生根培养 

从表 3可以看出，未使用任何生长素的培养基 

1／2MS中，幼苗培养 10 d后开始生根，生根率只有 

35 ，显著低于其它培养基(P<O．05)，平均生根数 

为 5条，且根生长细弱．培养基 1／2MS+NAA0．05 

mg／L和 1／2MS+NAA0．1 mg／L中加入 了生根激 

根数分别达 6条和 1O条，幼苗培养 8-10 d开始生 

根，且以培养基 1／2MS+NAA0．1 mg／L中幼苗根 

系发达，质量高．培养基 1／2MS+IBA0．1 mg／L中 

加人 IBA作为生根激素，幼苗生根效果明显好于加 

入 NAA的培养基，生根率达 95 ，显著高于培养 

基 1／2MS和 1／2MS+NAA0．05 mg／L(P<O．05)， 

且其平均根数为 12条，幼苗培养 6 d即开始生根， 

小苗长势良好，根粗壮，根系发达．因此，适合藤本月 

季‘莫扎特’品种生根 的最佳培养基为 1／2MS+ 

素NAA，其生根率分别提高到 5O 和 85％，平均 IBA 0．1 mg／L．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腋 芽诱导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 on axillary bud induction 

培养基 供试芽数／个 丛生芽数／个 腋芽萌发率／ 平均芽高／cm 芽生长情况 

注：具有不同字母者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 on multiplication of axillary bud 

注：具有不同字母者差异显著(P<0．05) 

表 3 不同培养基对苗生根培养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um on rooting cultures 

注：具有不同字母者差异显著(P<O．05)． 

2．4 移栽成活情况 

由图 1可知，4个栽培基质处理均在 5、6月和 9 

月移栽成活率较高，幼苗生长健壮，新叶黑而亮；而 

4、7、8月和 10月的移栽成活率相对较低，幼苗生长 

细弱．这可能与气温的高低有关．5、6月和 9月气温 

适中(20~30℃)，有利于试管苗的移栽；4、1O月气 

温偏低(20℃以下)，而 7、8月气温偏高(3O℃以 

上)，均不利于试管苗的移栽．4个处理中，以栽培基 

质采用蛭石的处理每个月的试管苗移栽成活率最 

高，其中又以 5月份最高，达到了 95 ，7月份最 

低，为 74 9／6．栽培基质采用蛭石+珍珠岩的处理在 

9月份的移栽成活率最高，达 9O％，8月和 lO月最 

低，仅有 67 9／6．栽培基质为珍珠岩和蛭石+珍珠岩 

+泥碳的处理在所有月份的移栽成活率均较低，珍 

珠岩栽培基质的处理在 5月份移栽成活率最高，达 

78 ，8月最低，达 47 ；蛭石+珍珠岩+泥碳栽培 

基质处理的成活率 5月最高，达 74 ，7月最低，达 

42 9，6．可见，藤本月季“莫扎特”品种最适宜的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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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为蛭石，常规管理每年适宜在 5、6、9月进行试 

管苗移栽，移栽成活率可达 9O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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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不同栽培基质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transplanting media on transplanting 

survival rate at different months 

3 讨论与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在藤本月季‘莫扎特’的诱导培 

养中需较低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6-BA)和生长素 

(NAA)，适宜的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0．5 mg／L 

+NAA0．05 mg／L；增殖培养阶段细胞分裂素选用 

KT要比6-BA更适宜芽的增殖，最佳的继代增殖培 

养基为MS+KT0．5 mg／L+NAA0．1 rng／L；生长 

素 IBA作为生根激素，幼苗生根效果要比 NAA更 

好，最佳的生根培养基为 1／2MS+ IBA 0．1 mg／L． 

在试管苗移栽试验中，气温和栽培基质均对试 

管苗的移栽成活率影响显著[1 ]．5、6月和 9月气 

温适中(20～30℃)，试管苗的移栽成活率均较高， 

气温偏低(20℃以下)或偏高(30 oC以上)都不利于 

试管苗的移栽．蛭石通气保水，是试管苗移栽的最佳 

栽培基质，且适宜在 5、6月和 9月移栽，成活率可达 

9O 9，6～95 9，6；珍珠岩虽透气，但保水性太差，而泥 

碳吸水力过强，根系因水分过多而易腐烂，两者均导 

致移栽成活率下降 ]． 

通过试验初步认为，采用组培快繁技术可生产 

出根系发达、生长健壮的批量优质藤本月季商品苗， 

满足生产的需求．但本试验只是对藤本月季‘莫扎 

特 ’1个品种进行了研究 ，因此该技术在其它品种上 

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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