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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四季秋海棠茎切段为外植体，研究四季秋海棠组培快繁技术。结果表明，在MS垣500 mg/L LH +
3.0 mg/L 6-BA+0.4 mg/L NAA培养基上，不定芽诱导效果较好，分化率达100%。适合四季秋海棠继代培养的培养
基为MS+2.0 mg/L 6-BA+0.3 mg/L IAA+0.3 mg/L GA3和MS+2.0 mg/L 6-BA+0.3 mg/L NAA+0.5 mg/L GA3。适宜的生
根培养基为1/2 MS+0.2 mg/L IAA，生根率为100%，移栽后成活率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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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秋海棠（Begonia semper florens Link et Ot原
to.），别名瓜子海棠或玻璃秋海棠，是秋海棠科秋
海棠属多年生宿根花卉［ 1～2］。株高 20～40 cm，茎

稍多汁，叶互生、翠绿色、卵圆形至广椭圆形，

叶基部偏斜，聚伞花序腋生，花大；因其花、叶、

茎都呈肉质，酷似玻璃而得名。玻璃海棠枝叶青

翠，花色妖艳浓郁，如同盛装美人，如栽培得当，

可四季开花，是良好的室内小型盆栽观赏花卉。

亦作花坛用花，温暖地区或温暖季节可布置于庭

院或花坛［ 3］。

四季秋海棠容荣花贵，易养护管理，颇受广

大消费者喜爱，有较大的推广和应用空间。但在

我国北方，种子早期未熟先落，采用扦插繁殖数

量有限，因此应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试管苗具有

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试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培

养方案，增殖率高，幼苗健壮，移栽成活率高，

可为四季秋海棠规模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培养材料为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花卉品种

示范基地种植的四季秋海棠幼苗或幼嫩新枝。

1.2 方法

1.2.1 外植体建立 选取四季秋海棠幼苗或幼茎，

剪去叶片，切成 2～3 cm小段，用清水处理干净，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0%酒精浸泡 30 s，用无菌水

冲 3遍，再转入 0.1%升汞浸 5 min，用无菌水冲洗

5遍［ 4～6］，然后置于高压灭菌过的铺有滤纸的培养

皿中，剪成长 0.5～1.0 cm，含有 1个节的小茎段，

接种在分化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1.2.2 初代培养 初代培养以 MS+500 mg/L LH为

基础培养基 ［ 7～8］，分别添加 0.5、1.0、2.0、3.0、

4.0 mg/L 6-BA 和 0.1、0.2、 0.3、 0.4 mg/L NAA，

观察记载平均芽数、苗高等指标，20 d后统计分

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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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接种数
（块）

分化数
（块）

分化率
（%）

平均芽数①

（个）
平均苗高
（cm）

MS+500 mg/L LH +0.5 mg/L 6-BA 20 2 10 2.0 2.0
MS+500 mg/L LH +0.5 mg/L 6-BA+0.1 mg/L NAA 20 8 40 2.0 2.6
MS+500 mg/L LH +1.0 mg/L 6-BA+0.2 mg/L NAA 20 10 50 3.3 3.4
MS+500 mg/L LH +2.0 mg/L 6-BA+0.3 mg/L NAA 20 14 70 5.5 6.0
MS+500 mg/L LH +3.0 mg/L 6-BA+0.4 mg/L NAA 20 20 100 6.0 7.2
MS+500 mg/L LH +4.0 mg/L 6-BA+0.5 mg/L NAA 20 20 100 2.6 3.0

①平均芽数指茎节数。

培养基 接种数
（个） 增殖倍数 平均苗高

（cm）
玻璃苗率
（%）

MS+1.0 mg/L 6-BA+0.3 mg/L IAA 20 4.0 3.8 0
MS+1.0 mg/L 6-BA+0.5 mg/L IAA 20 4.5 3.0 0
MS+2.0 mg/L 6-BA+0.1 mg/L IAA 20 5.4 5.2 3.0
MS+2.0 mg/L 6-BA+0.3 mg/L IAA 20 7.1 7.2 4.0
MS+3.0 mg/L 6-BA+0.5 mg/L IAA 20 3.5 3.8 15.5
MS+2.0 mg/L 6-BA+0.1 mg/L NAA 20 6.0 4.3 8.0
MS+2.0 mg/L 6-BA+0.3 mg/L NAA 20 7.8 3.2 12.2
MS+3.0 mg/L 6-BA+0.5 mg/L NAA 20 3.0 2.6 26.1

1.2.3 继代培养 将初代培养所得的簇生嫩茎切

成长 1.0～1.5 cm的小段，转接到以 MS为基本培

养基，添加 1.0、2.0、3.0、4.0 mg/L 6-BA 和 0.1、

0.3、0.5 mg/L NAA和 0.1、0.3、0.5 mg/L IAA以及

0.1、0.2、0.3、0.5、0.8、1.0 mg/L GA3的继代培养

基中培养。观察记载生长情况，30 d后统计玻璃

苗比例。

1.2.4 生根培养 将继代培养所得的嫩茎切下，

转入以 1/2MS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 0.1 mg/L

NAA和 0.1、0.2、0.5 mg/L IAA以及 0.1、0.3 mg/L

IBA的生根培养基中培养，观察生根情况，20 d后

统计生根率。

1.2.5 移栽 将生根后的试管苗不开盖在温室中

置 3 d后，开盖置 6 d，然后移栽于珍珠岩的基质

中，每天喷水 3次，15 d后上盆，统计成活率。

1.3 培养条件

所有培养基都添加蔗糖 3%、琼脂 0.6%，pH
5.6。培养基在 1.5 kg/cm2压力、121℃湿热灭菌 20

min［ 9］。培养室温度为（20±2）℃［ 10］，光照 14

h/d，光照度 2 000 Lx［ 11］。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培养

从表 1可知，四季秋海棠初代培养基中，在

一定范围内，随着 6-BA 和 NAA 的浓度的增大，

分化率增大、平均芽数增多、平均苗高增高，其

中 MS+500 mg/L LH +3.0 mg/L 6-BA+0.4 mg/L NAA

培养基对丛生芽的诱导率较高，为 100%，平均芽

数为 6.0。但当 6-BA浓度大于 3.0 mg/L、NAA 浓

度大于 0.4 mg/L时，平均芽数减少，平均苗高降

低，且分化时间推迟。可见，MS+500 mg/L LH +

3.0 mg/L 6-BA+0.4 mg/L NAA培养基适合四季秋海

棠的初代培养。

2.2 继代培养

30 d后的增殖结果因激素配比不同而异（表

2），嫩茎增殖倍数随 6-BA浓度的增高呈现增大后

减少的趋势，浓度过高会影响芽苗的高生长，且

有玻璃化现象产生。从试验结果可知，MS+2.0

mg/L 6-BA+0.3 mg/L IAA与 MS+2.0 mg/L 6-BA+ 0.3

mg/L NAA是四季秋海棠较为理想的继代培养基，

增殖倍数分别为 7.1 和 7.8，但 MS+2.0 mg/L

6-BA+0.3 mg/L NAA培养基中的芽苗玻璃化程度相

对较高。

在四季秋海棠的继代培养过程中，6-BA对芽

苗的增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浓度较高时，

芽苗高生长受到拟制，且会出现玻璃苗［ 12～13］，而

浓度降低分化率又随之下降。在原基础上加入不

同浓度的 GA3进行试验［ 14］，20 d后的结果（表3）

显示，加入一定浓度的 GA3对芽苗高生长具有显

著影响，且随着 GA3浓度的升高，苗高呈增高趋

势，但当 GA3 浓度大于 1.0 mg/L 时，苗茎细弱，

叶片皱缩，降低 GA3 浓度可恢复正常。GA3 浓度

为 0.1～0.5 mg/L时植株玻璃化程度较低，芽苗分

表 1 不同培养基上四季秋海棠初代培养结果

表 2 不同培养基上四季秋海棠继代培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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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添加 GA3对四季秋海棠继代生长的影响

培养基 处理芽数
（个）

平均苗高
（cm）

玻璃苗率
（%）

MS +2.0 mg/L 6-BA+0.3 mg/L IAA+0.1 mg/L GA3 30 3.2 0
MS +2.0 mg/L 6-BA+0.3 mg/L IAA+0.3 mg/L GA3 30 4.5 0
MS +2.0 mg/L 6-BA+0.3 mg/L IAA+0.5 mg/L GA3 30 3.0 3.6
MS +2.0 mg/L 6-BA+0.3 mg/L IAA+1.0 mg/L GA3 30 2.9 16.1
MS +2.0 mg/L 6-BA+0.3 mg/L NAA+0.2 mg/L GA3 30 3.5 8.7
MS +2.0 mg/L 6-BA+0.3 mg/L NAA+0.3 mg/L GA3 30 3.2 3.9
MS +2.0 mg/L 6-BA+0.3 mg/L NAA+0.5 mg/L GA3 30 4.3 1.5
MS +2.0 mg/L 6-BA+0.3 mg/L NAA+0.8 mg/L GA3 30 2.3 6.3

培养基 接种数
（个）

生根率
（%）

平均根数
（条） 根形态

1/2MS +0.1 mg/L IAA 50 100 3.5 根粗而长，无根毛，基部无愈伤组织
1/2MS +0.2 mg/L IAA 50 100 4.8 根粗而长，无根毛，基部无愈伤组织
1/2MS +0.5 mg/L IAA 50 100 4.0 根粗而长，无根毛，基部有少量愈伤组织
1/2MS +0.1 mg/L IBA 50 65 3.1 根细而短，无根毛，基部有较多愈伤组织
1/2MS +0.3 mg/L IBA 50 10 1.8 根细而短，基部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1/2MS +0.1 mg/L NAA 50 0 0 基部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化较好。综合分析以上结果，适合四季秋海棠继

代培养的培养基为 MS +2.0 mg/L 6-BA+0.3 mg/L

IAA+ 0.3 mg/L GA3 和 MS+2.0 mg/L 6-BA+0.3 mg/L

NAA+0.5 mg/L GA3。

2.3 试管苗生根与移栽

生根培养 20 d 后观察，以添加一定浓度的

IAA培养基生根效果较好（表4），每个嫩茎基部有

根 3～5条，长约 3～5 cm，IAA 浓度为 0.2 mg/L

时效果更好，再生后的完整植株苗形美观，色泽

深绿，移栽后成活率高达 97%。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MS+500 mg/L LH+3.0 mg/L

6-BA+0.4 mg/L NAA 培养基对丛生芽的诱导率较

高，为 100%，平均芽数为 6.0个，是四季秋海棠

最适合的初代培养基。在继代培养阶段，对芽苗

增殖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是 6-BA，但当浓度较高

时会使芽苗出现玻璃化，而 GA3 的加入使玻璃苗

的概率显著降低。适合四季秋海棠继代培养的培

养基为 MS+2.0 mg/L 6-BA+0.3 mg/L IAA+0.3 mg/L

GA3 和 MS+2.0 mg/L 6-BA+0.3 mg/L NAA+0.5 mg/L

GA3。添加浓度为 0.2 mg/L的 IAA，有利于四季秋

海棠试管苗的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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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生根培养基四季秋海棠试管苗生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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