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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术研究】 

虎斑海棠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栾舒雅，张沙艳 
(抚顺师专，辽宁 抚顺 113006) 

摘 要：实验以虎斑海棠叶片为外植体，探讨了生长调节物质对外植体诱导分化、生根 的影响．结果表 

明：MS+ (6一BA)l +NA ~2mg)L和 MS+ (6一BA)2 mg +NAAo． L是虎斑海棠离体叶片不定芽产生的适 

宜培养基，在 MS+NA 5 mg 上的生根率达 90％，长成完整的再生植株，达到快速繁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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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斑海棠 (Begonia laciniata Roxb)，又名红孩儿、裂叶秋海棠，为秋海棠科秋海棠属多年生常绿草本 

植物，高 15～60 cm，根茎粗长，地上茎直立或匍匐状，多少被褐色绵毛，叶膜质，叶片广心脏卵形，呈 

多角状或不规则的5～7裂，边缘有小锯齿及睫毛，上面绿色，略被柔毛，下面淡绿色或淡紫色，被褐色 

绵毛，雌雄同株，花淡红色，花期 6～8月，其叶片斑斓，株形紧凑，是优 良的观叶植物睢]．虎斑海棠还 

具有药用价值，其全株入药，《广西药植名录》记载：“全株：治风湿骨痛，肚痛，消化不良．根：治吐血．” 

《陆川本草》记载：“叶：消炎解毒．治疔疮，痈肿，小便淋沥，蛇咬伤” J． 

近年来，虽然对秋海棠科观赏植物的组织培养和快繁技术多有报道 ]，但本品种的组培和快繁却鲜 

有报道，本实验用组织培养方法对虎斑海棠叶片进行诱导增殖，直接生成不定芽，并使不定芽增殖，达到 

快速繁殖的研究目的，希望能为这一品种试管苗的快繁和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2年 9月，采摘自抚顺师专生化系花窖中刚伸展开、无病虫害的虎斑海棠叶片做为实验材料． 

1．2 实验 方 法 

将采摘的虎斑海棠叶片简单处理后流水冲洗 30 min，置于超净工作台上，用 75％酒精浸泡 30 S、 

0．1％的升汞浸泡 7 min，并用无菌蒸馏水冲洗 3～5遍，用无菌纱布或无菌滤纸吸干水分，将其剪裁成 

0．5--0．8 cIn2小块． ．  

以MS培养基做为基本培养基，添加浓度为 1～3 mg／L的 (6一BA)、浓度为0．2 mg／L的NAA作为诱 

导增殖培养基．各培养基均附加 30 g／L蔗糖、7 g／L琼脂，pH5．8．所有培养基均在 121℃、108 MPa高 

温高压下灭菌 20 min． 

将剪裁好的叶片小块分别接种在上述培养基上，每瓶接4块，重复 3次，放入培养温度为20--25℃、 

每天光照 12～14 h、光照强度为 1 500--2 000 lx的培养室内，随时观察生长分化状态，统计结果． 

增殖的不定芽转入相应的增殖培养基中继代培养，当分化出约 2 cm的无根苗时，转入生根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 NAA浓度为 0．5 mg／L，每瓶接 7～10株，观察记录生根情况 ． 

2 实验结果 

2．1 诱导分化培养 

将外植体接种到诱导增殖培养基上 1周后，即可看到组块增厚、皱曲，切口处粗糙，1个月后逐渐在 

切口处出现不定芽．不同的培养基诱导分化效果略有不同，见表 1(见 101页)．结果显示 ：MS+ (6一 

BA) 儿+NA ．： 儿和MS十 (6一BA)： +NA ．： 儿两种培养基是虎斑海棠离体叶片产生不定芽的适 

宜培养基；(6一BA)为0．5 mg／L时叶片产生不定芽，但发生率低，再生不定芽数量少，(6一BA)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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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时叶片不定芽发生率亦略有降低． 

2．2 继代培养 

将得到的不定芽及组织块分切，转接到 

MS+ (6一BA)lmg／L+N ．2mg／L和 MS+ (6一 

BA)： ，L+NA ．： 几培养基中继代培养，可得 

到越来越多的不定芽，每块培养物可长出十几 

个到几十个小苗芽．最初每 4～6周能增殖3～ 

表 1 不同BA和 NAA配合对虎斑海棠叶片不定芽产生的影响 

4倍，当继代数次之后，每 4～6周可扩大增殖 6～10倍． 

2．3 生根培养 

在继代培养过程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增长，在不定芽的根部可以生出不定根，利用一步生根途径即可 

得到完整的再生植株，但所得根系较弱． 

不定芽的产生是不同步的，同一块外植体上可以观察到大小不等的不定芽．选取继代培养基中生长分 

化出2～3片真叶时的芽，将其切割成单芽，转接到生根培养基 MS+NA ． ，L上诱导生根，3周后可长 

出数条不定根，苗高约 3 cm，成为健壮的完整植株，生根率达 9O％． ’ 

2．4 驯化和移栽 

试管苗生根后，连瓶苗一起放入温室中，以适当光照、温度、湿度炼苗 3～5 d后，打开封口膜，小 

心取出分化苗，洗掉根部的培养基，注意防止幼苗折断、伤根，移栽到灭菌土壤或蛭石中，罩薄膜保湿， 

防杂菌感染，放在散射光下，注意通风，保持环境温度在 20～25℃、相对湿度 75％左右，后期逐渐加大 

通风时间和次数，增加自然光照，防止有害菌类的污染，幼苗移栽成活率达 75％～85％． 

3 讨论 

通过组织培养，经过不定芽直接培育成再生植株，繁殖速度快，繁殖系数高，遗传性状稳定㈨，从实 

验结果可以看出，虎斑海棠叶片接种在适宜的培养基上经过诱导分化和增殖培养，出苗速度较快，出苗率 

高，该方法可为虎斑海棠的快速繁殖提供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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