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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爪蕨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韩春叶 刘艳杰 王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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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龙瓜蕨生长期间根状 茎上的 芽为组培材料进行试验 ，结果表明：芽诱导培养基 以MS+6一BA lmg／L+GA3 lmg／L为最佳壮苗 

培养基 ，用O．1％的升汞消毒，以消毒 8min为最佳消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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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爪蕨为小型附生蕨，株高 20cm，根状茎长而横生 ，叶 

片阔卵状三角形 ，3-4回羽状复叶。孢子囊群着生于叶缘小 

脉顶端 ，囊群盖近圆形 。小叶细致为椭圆或羽状裂叶 ，革质 ， 

叶面平滑浓绿 ，富光泽 ，叶长 10-30cm，由细长叶柄支撑 ，叶 

柄色稍深 ，长 10"-'30cm。 

龙爪蕨生长缓慢 ，具有棕色 的根状茎鳞片 ，半耐寒 ，用 

高盆或 吊篮栽种，银 白色的匍匐茎下垂 ，叶形优美 ，形态潇 

洒 ，根状茎和叶都具极高的观赏价值 ，是非常流行的室内观 

赏蕨类 ；也可以作 为景观植物配植于假山岩石边 。其根状茎 

还能人药 ，有祛风除湿 、清热凉血之功效。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的材料 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花圃提供 ，取生长 

期的龙爪蕨根状茎上的芽为组织培养材料。 

1．2 试验处理 

生长期龙爪蕨根状茎芽的诱导培养基 ：①MS+6一BA 

lmg／L+GA3 lmg／L(A,)；(~)MS+6-BA 2mg／L+GA3 lmg／L(A2)； 

⑧MS+6一BA 3mg／L+GA3 lmg／L(A3)；④MS+6一BA lmg／L+ 

GA3 2mg／L( )；⑤ MS+6一BA 2mg／L+GA3 2mg／L(A5)；⑥ 

MS+6一BA 3mg／L+GA3 2mg／L( )；⑦MS+6一BA lmg／L+ 

GA3 3mg／L(A7)；⑥ MS+6一BA 2mg／L+GA3 3mg／L(A8)；⑨ 

MS+6一BA 3mg／L+GA 3mg／L(A )。共 9个组合的培养基类 

型，每个组合重复 3次 。培养基共 1 000mL，用塑料三角瓶分 

装 ，每瓶装 30mL左右 ，共装 27瓶 ，每瓶接 种 2个芽 ，共接 

54个芽。 

1．3 试验方法 

选取 的材料用 自来水冲洗 24h。用洗衣粉浸泡 10rain， 

然后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 。在超净 工作台上用 70％的酒精灭 

菌 10s左右，再用无菌水冲洗 5-6遍 ，然后用 0．1％的升汞灭 

菌，分别灭菌 6min和 8rain．用无菌水冲洗 6-7遍。再用无菌 

吸水纸将材料上的水分吸干。接着把材料放在无菌的培养 

皿中切分 ．切成所需大小即可 ，然后把消毒过 的材料接种在 

不同浓度 的培 养基上进行培养 ，观察其发育情况 、生长速 

度．统计出芽的发育速度。筛选出适合龙爪蕨发育好、生长 

快的最佳培养基 。 

组培材料的消毒时间分别为 6min、8rain，消毒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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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的升汞 ，接种 2周后观察其污染数 、死亡率及萌芽数 ， 

找出合适的龙爪蕨消毒的最佳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类型的培养基对芽生长的影响 

把生长期的龙爪蕨芽接种在 9种不同浓度的MS培养 

基上 ，在培养室内培养 3d开始观察 ．芽开始萌动缓慢 生长 

无明显差别 ，5d以后 ，在 9种不同浓度的 MS培养基上其芽 

的生长速度发生明显变化 ，Al和 A 培养基上的组培芽生长 

速度显著大于 A 和 Aq的培养基上的芽，其他几种生长基 

本一致。10-15d后 ，几种不同浓度 的MS培养基上的组培芽 

生长减弱 ，而 A 和 A，培养基上的苗依然保持 良好的生长 ， 

但 Al生长速度大于 ，其他几种生长势一般 ，没有太大 的 

变化(见表 1)。 

表 1 不同类型的 MS培养基对芽生长的影响 ( ) 

2．2 消毒时间不同对芽的影响 

分别以 6min、8min消毒时间 ，对其接种数 、污 染数 、死 

亡数 、污染率、死 亡率进行比较(见表 2)。 

表 2 消毒时间不同对芽的影响 

消毒时 接种 萌发 死亡 死亡 污染 污染 

}}min } } } 章} }} 莓} 
6 26 10 12 46，1 4 15，4 

8 28 18 8 28，6 2 7，1 

从组培材料的消毒时间上看 ，消毒 6min的死亡率明显 

高于消毒 8rain的。这一结果表明 ：在龙爪蕨的组织培养中， 

以芽作外植体进行消毒处理上，消毒时间以 8min为最佳。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龙爪蕨的组织培养中，以 MS+6一BA 

lmg／L+GA lmg／L为最佳壮苗培养基 ，以芽作外植体进行 

消毒处理上 ，消毒 8min是最佳的消毒时间。这与其形态结 

构有关 ，因为它是草本植物 ，组织排列疏松 ，幼茎和幼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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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整地技术。处理后的苗木生长量比未使用的高2cm，地 

径长 0．31cm，成活率高 6个百分点(见表 7)。 

表 7 山杏 GGR吸水保水剂蘸根造林竹 节式 

整地苗木生长情况 

高生长∥cm 
处理 栽植前 栽植后 生长 

平均高 平均高 量 

使用苗木 145 165 20 

未使用苗木 145 163 18 

栽植前平 栽植后平 生长 ， 

均地径 均地径 量 
—T ——丽 — — ～ 

6．8 小叶锦鸡儿 GGR浸种竹节式整地造林 

该小区坡向东南。坡度 15。~25。。处理后的种子生长量 

比未使用的高lcm，地径相同，成活率高3个百分点(见表8)。 

表 8 小叶锦鸡儿 GGR浸种竹节式整地造林 
苗木生长情况 

生长∥cm 地径生长∥cm 

处理 栽植前 栽植后 

平均高 平均高 
使用苗木 0 3．5 

未使用苗木 0 2．5 

生长 栽植前平 
量 均地径 

3．5 0 

2，5 0 

栽植后平 生长 

均地径 量 

成活 

率∥％ 

0．02 0．02 82 

0．02 0．02 79 

6．9 油松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 

该小区坡向东 ，坡度 15。~20。。处理后的苗木生长量比 

未使用的高 10cm，地径长0．3cm，成活率高30个百分点(见 

表 9)。 

表 9 油松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苗木生长情况 

高生长／／cm 

处理 栽植前 栽植后 生长 

平均高 平均高 量 

使用苗木 35 55 20 

未使用苗 木 35 45 1O 

豢  栽植前平栽植后平生长 ， 均地径 均地径 量-r 
— 一— I_一— ■— 一 

0．8 0．9 0．1 45 

6．10 榆树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 

该小区坡向东，坡度 15。~20。。处理后的苗木生长量比 

未使用的高 15cm，地径长 0．27cm，成活率高 7个百分点(见 

表 10)。 

表 10 榆树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苗木生长情况 

高生长／／cm 
处理 栽植前 栽植后 生长 

平均高 平均高 量 

使用苗木 75 135 60 

未使用苗木 75 120 45 

栽植前平 栽植后平 生长 
均地径 均地径 量 1_ 

— ——T — __ 

6．1l 青杨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 

该小区坡 向东 ，坡度 15。"--20。。处理 的苗木生长量 比未 

使用的高 10cm，地径长 0．14cm，成活率高 3个百分点(见表 

11)。 

6．12 山杏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 

该小区坡向东，坡度 15。~20。。处理后的苗木生长量比 
·+ -+ -+ ”+ -+ -—-卜 一—-卜 -+ -+ -+ -+ -+ -—-卜 -+ -+ -—-卜 -+ -+ -+ 一—-卜 一—-卜-+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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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势强 。因此，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易被细菌和病毒感染 ， 

应消毒的时间长一些。消毒时，升汞也不易杀死顶端分生组 

织。由于材料有限，消毒 10min会怎样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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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1 青杨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苗木生长情况 

高生长／／crn 
处理 栽植前 栽植后 生长 

平均高 平均高 量 

使用苗木 205 250 45 

未使用苗木 205 240 35 

蘸豢  栽植前平栽植后平生长 ， 均地径 均地径 量 
—  一 —  —  —  

未使用的高 12cm，地径长 0．41cm，成活率高 7个百分点(见 

表 12)。 

表 l2 山杏蓄水渗膜竹节式整地造林苗木生长情况 

处理 

高生长／／cm 地径生长／／cm 

譬辈蓦蓦 露 警 平均高平均高 量 均地径 均地径 量1_“ 
使用苗木 145 175 30 

未使用苗木 145 163 18 

1．1 1．66 0 56 92 

1．1 1．25 0．15 85 

通过对 以上各小区树种生长量及成活率对 比发现 ，应 

用综合配套技术模式的树种长势均优于未使用苗木(见表 

13)。 

表 l3 各试验造林模式生长量及成活率对比 

7 试验的创新点及综合配套技术选择的方法 

通过该项 目的实施发现 ，不管应用哪几种方法进行综 

合配套抗旱造林均优于单项技术抗旱造林模式 ，关键点在 

于如何正确地选择组合方式和方法。 

综合配套技术的选择 ，首先从造林地的土壤因子 、立地 

类型 、坡度 、坡向出发 ，选择合适的树种及合适的整地方式 ； 

其次 ，针对不同的树 种 ，选取不同的苗木处理方法 ，不同的 

立地条件选取最利于水分蓄积的整地方式；再次，针对土壤 

水分条件选择恰当的土壤处理措施，最后形成最佳的综合 

配套抗旱造林技术模式 。 

适合互助县干旱 、半干旱地区进一 步推广的综合配套 

技术抗旱造林模式：①柽柳等生根粉浸条、覆膜造林；②沙 

棘、榆树、山杏等生根粉、吸水保水剂蘸根造林；③油松、榆 

树 、山杏 、青杨等蓄水渗膜造林；④青杨取冠、深栽覆膜造 

林；⑤小叶锦鸡儿生根粉浸种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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