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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石竹茎尖分生组织培养的研究 

刊、振雷，魏健，李秀岩 (长春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摘要 对香石竹( 帆 跚— 咖馅 )进行了茎尖分生组织快速繁殖培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花香石竹比散枝香石竹接种 
成活率高，且以顶芽为外植体，在MS+6-BA0．5me／L+NAA0．4．WE上培养的丛芽分化率最高，达到87．5％。将顶芽、带腋芽的茎节、不带 

腋芽的茎节或茎段分男Ij接种在MS+6-BA0．5mgJL+NAA0．4 L上培齐，预芽分化的芽数最多。光照12h／d对香石竹丛芽生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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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石竹(Dianthus caryophyllus)又名康乃馨、荷兰石竹、麝 

香石竹、母亲花，属石竹科石竹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叶清 

秀，花朵雍容富丽，花色娇艳且具芳香，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香石竹单朵花期长，耐瓶插，主要用于切花，是世界上最 

重要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四大切花之一。 

香石竹，若一旦侵染病毒，代代相传，体内不断积累，严 

重影响产量和切花质量。危害香石竹的病毒已发现有数种， 

如香石竹斑驳病毒(c 1V)、香石竹脉斑驳病毒(CarVMV)、香 

石竹潜隐病毒(cL )、香石竹坏死斑点病毒(CarNFV)和香石 

竹蚀环病毒(c 1Rv)等。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香石竹，可 

有效去除病毒，增加繁殖数，确保遗传性状的稳定，提高切花 

质量。笔者对香石竹进行了茎尖分生组织快速繁殖培养及 

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期为香石竹快速繁殖培养及规模化生 

产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用具 

1．1．1 培养基配制用具。烧杯、容量瓶、量筒、刻度移液管、 

吸管、高压蒸汽灭菌锅、玻璃棒、分析天平、药物天平、精密 

DH试纸、硫酸纸。 

1．1．2 培养用具。三角瓶、封口用品(耐高温透明塑料纸)。 

1．1．3 接种用具。剪刀、解剖刀、镊子、三角瓶、酒精灯、手持 

喷雾器、接种针、载玻片。 

1．1．4 试剂。75％酒精、0．1％升汞、75％酒精棉球、无菌水、 

蒸馏水、Ms基本培养基各种贮备液、NAA(萘乙酸)、6-BA等。 

1．2 培养基 

1．2．1 贮备液(母液)的配制和保存。在制备贮备液和培养 

基的时候，应当使用蒸馏水或无离子水，以及高纯度的化学 

试剂。 

1．2．2 培养基的制备。①制备 1 L培养基，取 5O rnl贮备液 I 

(大量元素)，5 rnl贮备液Ⅱ(微量元素)，5 m1贮备液Ⅲ(微量元 

素)和5 rnl贮备液Ⅳ(有机元素)，再称取30 g蔗糖和 13 g琼 

脂置于1 L的烧杯中，加水至烧杯最终容积的3／4，加热使之 

溶解均匀。②将加热溶解均匀的培养基迅速倒入 1 L的三角 

瓶中，按照步骤①制备并标为1、2、3、4号瓶。③在 l号瓶中 

不加植物生长激素，记为培养基⑨；2号瓶中加 6-BA 

1．0mg／L、NAAO．2mg／L，记为培养基①；3号瓶中加 6-BAO．5 

mg／L、NAA 0．4 mg／L，记 为培养基②；4号瓶 中加 6-BA 

2．0 mg／L、NAA O．3 mg／L，记为培养基③。④每瓶充分混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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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0．1 mol／L NaOH或0．1 moVL HCI调节 pH值均为5．8。 

⑤分别在 】、2、3、4号瓶中加蒸馏水至三角瓶的最终容积(1 

L)。⑥用耐高温透明塑料纸，或包在纱布中的棉塞或盖封严 

瓶口后，再用牛皮纸封住瓶口待用。⑦将组织培养需用的三 

角瓶用自来水清洗干净，并将瓶内的水吸干，用专用封口膜 

封严瓶口，再用牛皮纸封住瓶口；把接种时所用的镊子、解剖 

刀、剪刀、接种针等用牛皮纸包裹好，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内 

灭菌，高压灭菌时一般在 l21℃(1．06 ks／era~或0．105胁 )保 

持 20 min。⑧将取出的灭菌物迅速送至无菌操作室中，在室 

温下等培养基冷却至 70℃左右，在超净工作台上应尽快将 

其分装入 100ml(150m1)的三角瓶中，培养基量一般以占三角 

瓶的1／4—1／3为宜。在分装的同时作好培养基标记，置冰箱 

中4℃下保存待备用。 

1．3 外植体培养 

1．3．1 外植体的准备。利用茎尖分生进行组织培养，外植 

体选用市面上出售的大花香石竹和散枝香石竹鲜花药，侧枝 

上带有较多的小侧芽。 

1．3．2 外植体消毒。使用药剂表面消毒。使用的药剂种 

类、浓度和处理时间因不同材料对药剂的敏感性而异。常用 

的消毒剂有漂白粉(1％一10％的滤液)、次氯酸钠(0．5％～ 

10％)、升汞(0．1％ 一10％)、酒精(75％)、双氧水(3％ 10％) 

等。取香石竹带有较多小侧芽的茎段(3～5 cm枝端)，先用 

自来水冲洗2～3次，用滤纸吸干水分，然后将材料转入到高 

压消毒的烧杯中，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 75％酒精浸泡杀菌 

30 s，去除酒精，用无菌水漂洗 3～4次，迅速加入 0．1％升汞 

液(可加入适量的吐温)浸泡杀菌 8～10min，浸泡过程中经常 

摇动烧杯。倒掉升汞液，用无菌水冲洗4～5次，最后用无菌 

水浸泡备用。 

1．3．3 外植体接种。在无菌操纵室的超净工作台上将备用 

嫩茎切成O_8 1．0 cm小段，分别接种到培养基：⑨MS；①MS 

+6一BA 1．0 megL+NAA 0．2 nag／L；②MS+6-BA 0．5Ⅱlg／L+ 

N从 0．4mg／L；⑧MS+6-BA 2．0mg／L+NAAO．3mg／L4种培 

养基上。每个 100 rnl(150 m1)三脚瓶中接种5一一6个小茎段，用 

封口膜封好瓶口，放入培养室内培养。经初代培养 22 d后获 

得的芽分别转接到培养基①、②、③上进行继代培养16 d。 

2 结果与分析 

2．1 继代培养 培养物经一段时间培养后，为防止细胞团 

的老化或培养基养分用完而造成营养不良及代谢物积累毒 

害等的影响，应及时将其转移至新鲜培养基。进行继代培 

养。经初代培养 22 d后获得的芽切取下来对应地接种到培 

养基①、②、③上进行继代培养，经 16 d培养，观察比较丛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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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和分化情况，发现培养物长势良好，颜色正常，基本 

没有污染。 

表1 不同品种的外檀体表面消毒的接种成功率 

2．2 不同品种的外植体表面消毒的接种成功率 由表 1 

可见，将2种不同品种的带腋芽的茎节接种到培养基①上 

培养 1个月，大花香石竹的接种成功率较高(表 2)。 

表2 不同浓度激素对香石竹丛生芽继代培养的影响 

2．3 不同浓度激素对香石竹丛生芽继代培养的影响 由 

表 2可见，将经初代培养获得的芽切取下来对应地接种到 

培养基①、②、③上经 16d培养，结果表明：培养基②上的丛 

生芽分化效果最好，芽分化率为87．50％，株高平均达 3 tin， 

植株粗壮，叶片数达 7片。与其他 2种培养基相比，该培养 

基中NAA和 6-BA的含量较高。有关研究表明，香石竹对 

NAA和6-BA的浓度适应范围较广，在6-BA质量浓度2．0— 

10mg／n和NAA质量浓度 0．2—2．0 L范围内，均能诱导 

出相当数量的芽。当6一BA 0．5 mg／n、NAA 0．4 mg／n时效果 

较好。此外，芽分化率高与 6-BA和 NAA的比例也有关，6- 

BA能促进细胞分裂，诱导芽的分化，使愈伤组织或器官分 

化出不定芽；生长素则诱导细胞分裂。到组织内时，细胞分 

裂素起主导作用。诱导芽的分化促进侧芽的萌发，因而培养 

基①、②上丛生芽分化率较高，说明培养基①、②中生长素 

与细胞分裂素的配比适宜诱导香石竹从芽的分化，但培养 

基①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用量不如培养基②。培养基③ 

上分化的不定芽少，分化率仅为57．14％，植株不高，有玻璃 

化现象。因此，培养基①用于壮苗较佳；培养基②则适合于 

做继代培养。 

2．4 外植体切取部位对芽生长的影响 由表 3可见，将带 

腋芽和不带腋芽茎节的茎段分别接种到培养基②上培养 

20 d，带腋芽茎节的分化率最高，达66．7％，苗高0．5 cm，无 

玻璃化苗产生。 

表 3 不同外檀体切取部位对芽生长的影响 

2．5 光照时间对芽生长的影响 由表4可见，将顶芽接种 

在培养基②上，在光照 1O、12 h／d的条件下培养 1个月，结 

果表明，光照 12h／d对丛生芽较有利，接种 15瓶，丛生芽生 

长良好的9瓶，植株粗壮，叶片深绿色；而光照 10 h／d则会 

出现大量的“玻璃苗”，接种 l5瓶，10瓶出现玻璃化苗，叶片 

白化，植株细弱。香石竹性喜光，较强的光照有利于生长。 

香石竹经初代培养获得的丛生芽转入继代培养中培养，对 

光照的要求较为严格，而光照时间少，温度过高，会导致“玻 

璃苗”的发生。因此采用延长光照时间，加强光照，降低培 

养温度有助于克服“玻璃苗”。 

表4 光照时间对香石竹丛生芽生长的影响 

光照时间／／h／d接种瓶数 生长良好瓶数 生长细弱瓶数 玻璃苗瓶数 

3 小结 

香石竹，若一旦侵染病毒，代代相传，体内不断积累，严 

重影响植株的生育，而香石竹长期的营养繁殖使病毒危害 

严重，切花质量变劣，产花量降低。采用组织培养快速繁殖 

香石竹，可有效去除病毒，增加繁殖数，确保遗传性状的稳 

定，进而提高切花质量。试验结果表明，在其组织培养中， 

大花香石竹比散枝香石竹接种成活率更高；选择顶芽作为 

外植体，丛生芽的分化率高；培养基 MS+6-BA 0．5 L+ 

NAA0．4mg／L继代培养较好，MS+6．BA 1．0mg／L+NAA0．2 

mg／n诱导丛芽更佳；选择适宜的培养温度(25℃)，延长光 

照时间，可以较好地防止玻璃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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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缩略语 

采用国际上惯用的缩略语。如名词术语DNA(脱氧核糖核酸)、RNA(核糖核酸)、ATP(三磷酸腺苷)、ABA(脱落酸)、ADP 

(二磷酸腺苷)、CK(对照)、CV(变异系数)、CMS(细胞质雄性不育性)、IAA(吲哚乙酸)、tO(致死剂量)、NAR(净同化率)、PMC 

(花粉母细胞)、IAI(叶面积指数)、tso(最小显著差)、RGR(相对生长率)，单位名缩略语 ／RRI(国际水稻研究所)、FAO(联合国 

粮农组织)等。对于文中有些需要临时写成缩写的词(如表及图中由于篇幅关系以及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而写起来又很长 

时)，则可取各主要词首字母写成缩写，但需在第一次出现处写出全称，表及图中则用注解形式在下方注明，以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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