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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丽格海棠巴科斯品系叶片为材料，进行外植体的诱导培养、不定芽继代增殖培养、无根苗生根培养等组

织培养技术研究，探索其适宜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结果表明：在 ＭＳ＋ＢＡ１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２ｍｇ／Ｌ培养基上
丽格海棠叶片诱导不定芽效果最好；在 ＭＳ＋ＢＡ０１ｍｇ／Ｌ＋ＮＡＡ００１ｍｇ／Ｌ培养基上继代增殖效果较好；在
１／２ＭＳ＋ＮＡＡ０２ｍｇ／Ｌ培养基生根诱导培养效果较好．苗高６ｃｍ可出瓶过渡移栽，并保持９０％以上的空气湿
度，温度为（２５±３）℃，成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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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格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ｅｌａｔｉｏｒｈｙｂｒｉｄｓ）属秋海棠科
秋海棠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１］，是近年来市场上比较

流行的花叶俱美的盆栽花卉之一．它是以德国人
ＯｔｔｏＲｉｅｇｅｒ先生名字命名的一个秋海棠杂种群
（ｅｌａｔｉｏｒａｎｄｒｉｅｇｅｒｂｅｇｏｎｉａｈｙｂｒｉｄｓ），是用冬季开花的
索科秋海棠与多种球根类秋海棠杂交得出的一群冬

季开花的杂交品种．这些杂交品种结合了索科秋海
棠短日开花的特征和球根秋海棠花朵大且色彩丰富

的优点，其株形丰满，枝条柔细，长圆肉质；叶型美

观，叶翠绿发亮；花型花色极丰富，花品华贵瑰丽，花

期长，花形和玫瑰相似，又名玫瑰海棠，具有较高的

观赏价值，深受人们喜爱．丽格海棠有 ３个品种系
列：１）娜佳品系为半重瓣花；２）巴科斯品系为重瓣
花；３）其他品系为部分半重瓣、部分重瓣．丽格海棠
可在室内栽培也可以在室外栽培，是很好的盆栽植

物，盛花期长，可达到６～８周．巴科斯品系被认为最
适合室外种植．

丽格海棠通常无种子，一般采用扦插或组织培

养繁殖．扦插繁殖主要以茎插和叶插为主，但繁殖速
度慢，而且非常容易烂根，很难满足生产及市场需

求［２］．而采用叶片进行组织培养能够快速繁殖出优
质的丽格海棠种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需

求．因为组培苗具有脱毒、节约材料、繁殖率高、长势
均匀、不受季节和环境影响、可周年供应市场及便于

运输等优点，且使用组织培养繁殖生产出的种苗质

量好、花色纯正、变异率低［３］．为此，本试验拟以叶片
为外植体研究丽格海棠巴科斯品系的组织培养方

法，旨在建立其快速繁殖的技术体系，为大规模生产

丽格海棠巴科斯品系组培苗提供科学参数与试验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丽格海棠巴科斯品系盆栽品种由昆明维生公司

引进．



１２　外植体灭菌方法
从生长健壮的植株上选取新生嫩叶，用洗衣粉

液浸泡５ｍｉｎ后漂洗干净，放在瓶中用纱布封口，在
流动缓慢的自来水下冲洗１０ｍｉｎ［４］，沥干水后，移入
超净工作台，在无菌条件下采用０１％的升汞加吐
温２～３滴灭菌处理３～５ｍｉｎ，灭菌剂必须淹没材
料，然后用无菌水清洗３～５次，每次不少于３ｍｉｎ．
１．３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采用ＭＳ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质量浓度的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配制成７种诱导、增殖和生根
培养基．诱导培养基为：１）ＭＳ＋ＢＡ１５ｍｇ／Ｌ ＋
ＮＡＡ１０ｍｇ／Ｌ；２）ＭＳ＋ＢＡ１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２
ｍｇ／Ｌ增殖（继代）培养基；３）ＭＳ＋ＢＡ０１０ｍｇ／Ｌ＋
ＮＡＡ００１ｍｇ／Ｌ；４）ＭＳ＋ＢＡ０２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０１
ｍｇ／Ｌ；５）ＭＳ＋ＢＡ０２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０５ｍｇ／Ｌ；６）
ＭＳ＋ＢＡ０３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０５ｍｇ／Ｌ生根培养基；
７）１／２ＭＳ＋ＮＡＡ０２ｍｇ／Ｌ．除生根培养基中含蔗糖
１５％（质量分数）外，其余培养基均含蔗糖３％（质
量分数），琼脂０６％（质量分数），ｐＨ值为５８，培
养温度为（２０±３）℃，光照 １２ｈ／ｄ，光强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ｌｘ．
１．４　培养步骤

培养材料灭菌后，用无菌滤纸吸干水分，除去边

缘部分后，切成１ｃｍ×１ｃｍ左右的小方块接种于诱
导培养基１和２中，培养３３ｄ后调查外植体的分化
情况，统计其在不同培养基中的出芽率和芽分化率．

随后将诱导培养产生的芽苗切割后转接于培养基

３，４，５，６中，２４ｄ后调查其增殖情况，统计增殖系
数．在增殖培养的基础上，选择生长健壮且高６ｃｍ
左右的增殖苗，将其分成单苗接入生根培养基中进

行生根培养，１５ｄ后调查其生根率和根系生长状况．
１．５　过渡移栽

移栽前将生根培养１５ｄ的生根苗移至炼苗棚
封盖炼苗３ｄ后取出，清洗干净根部琼脂，将根系浸
入０１％（体积分数）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处理１０ｍｉｎ
后，栽入盛有ｍ（腐叶土）∶ｍ（珍珠岩）＝３∶１湿润基
质的育苗盘中，喷０２％（体积分数）多菌灵水溶液
后，置于小拱棚内盖一层塑料膜保湿，外加盖两层遮

荫网．移栽后 １周内封膜保持 ９０％以上的空气湿
度，（２５±３）℃的温度，１周后逐渐通风，２周后除去
一层遮荫网，逐渐增大光照，进行常规管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质量浓度的激素组合对诱导叶片分化芽
苗的效果

　　２０１１年４月将消毒后的外植体接种于诱导培
养基１，２上，培养 １０ｄ后均开始形成少量愈伤组
织，继续培养至２０ｄ，开始分化出芽，培养至３０ｄ，芽
伸长至１ｃｍ以上．在两种培养基上，外植体的出芽
率均为１００％．从出芽指数和芽分化率来看，２号培
养基明显优于１号培养基，其出芽指数和芽分化率
分别为２６９和２６９％（见表１）．

表１　不同质量浓度激素对丽格海棠巴科斯品系叶片诱导芽的效果

培养基编号
接种时间／

（日·月 －１）

外植体

数／个

调查时间／

（日·月 －１）

出芽外植

体数／个

出芽率

／％

出芽总

数／株
出芽指数

芽分化

率／％

１ ２０／４ ３５ ２９／５ ３５ １００ ７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 ２０／４ ３６ ２９／５ ３６ １００ ９５ ２６９ ２６９

　　注：１）出芽率为发生芽的外植体总数的百分数；２）出芽指数＝出芽总数／出芽外植体数；３）芽分化率＝（出芽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

（出芽总数／出芽外植体数）×１００％［５］．

２．２　增殖培养基的选择
将诱导培养的芽苗切割后转入３～６号增殖培

养基中，培养２４ｄ后，调查不同培养基的增殖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３号培养基的增

殖系数高于４～６号培养基，且苗的长势强，叶色翠
绿．试验采用３号培养基，每隔２５ｄ继代１次，多次
扩繁，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说明３号培养基是丽格
海棠巴科斯品系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

表２　不同培养基的增殖培养效果

培养基编号
接种时间／

（日·月 －１）

调查时间／

（日·月 －１）
接种芽苗数／株 接种后芽苗数／株 增殖系数／％ 增殖苗长势

３ ４／６ ５／７ ２１ ４８ ２２９ 强

４ ４／６ ５／７ １９ ４０ ２１１ 较强

５ ４／６ ５／７ ２２ ４０ １８２ 一般

６ ４／６ ５／７ ２０ ３９ １９５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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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根培养效果
将高３０ｃｍ以上的继代苗切下置于７号培养

基培养．１０ｄ后开始生根，１５ｄ后调查，生根率
１００％，单株根数４～６根，根长０２～０３ｃｍ，且苗生
长健壮．
２．４　过渡移栽

移栽后１周内保持膜内空气湿度在９０％以上，
并注意控制基质的水分含量，防止水分过多烂苗，成

活率可达 ９５％以上，过渡移栽 １月后即可定植
盆栽．

３　小结

研究结果表明，以叶片为外植体的组织培养是

规模化快速繁殖丽格海棠种苗的一种可行途径．诱
导丽格海棠巴科斯品系叶片分化芽苗的最佳培养基

为ＭＳ＋ＢＡ１０ｍｇ／Ｌ＋ＮＡＡ０２ｍｇ／Ｌ＋０６％琼
脂＋３％蔗糖；增殖培养基阶段选用 ＭＳ＋ＢＡ
０１ｍｇ／Ｌ＋ＮＡＡ００１ｍｇ／Ｌ＋０６％琼脂＋３％蔗糖
的培养基效果较好，增殖系数高，且苗长势强健；采

用１／２ＭＳ＋ＮＡＡ０２ｍｇ／Ｌ＋０６％琼脂 ＋１５％蔗
糖培养基，试管苗生根较为容易，生根率可达

１００％．本试验在生根培养阶段没有采用常规的生根
培养基，而是只加入 ＮＡＡ不加入６－ＢＡ，同样能够
很好地诱导不定根的形成．说明对于激素的使用并
非种类越多、质量浓度越高效果越好，而是只要质量

浓度适宜同样可取得很好的生根效果．潘梅等［６］的

研究表明，根的粗壮程度与激素质量浓度的增加并

没有规律性的变化；而生根数和生根率与激素质量

浓度呈现出不均匀的变化；当激素质量浓度超过一

定范围，会形成大量的愈伤组织，而且根的数量相对

稀少，根的分化效果也不理想，这一结果与本试验结

果有相似之处，说明生长素的最适质量浓度选择对

生根效果的影响非常大［７］．试管苗移栽入盛有ｍ（腐

叶土）∶ｍ（珍珠岩）＝３∶１的基质上，前期保持９０％

以上的空气湿度，重点控制好基质的含水量，避免水

分过多引起烂苗，是提高移栽成活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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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是否可以将其作为大规模生产ＳＯＤ的原料植物
值得进一步探索．此外，热变性法试验所用温度
（６０℃）已逼近植物中 ＳＯＤ活性适宜温度的最高
值，但仍显现其较大活性，原因何在，尚需进一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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