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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滇海水仙花(Primula pseudodenticulata
Pa x)。
2 材料类别 匍匐茎。

3 培养条件 不定芽诱导和增殖培养基: (1) MS+
NAA 0.2 mg·L-1 (单位下同)+6-BA 0.5, (2) MS+ NAA
0.2+6-BA 1.0, (3) MS+NAA 0.2+6-BA 2.0, (4) MS+
NAA 0.5+6-BA 0.5, (5) MS+ NAA 0.5+6-BA 1.0, (6)
MS+ NAA 0.5+6-BA 2.0, (7) MS+ NAA 0.8+6-BA 0.5,
(8) MS+ NAA 0.8+6-BA 1.0, (9) MS+ NAA 0.8+6-BA
2.0; 生根培养基: (10) MS+NAA 0.2+IBA 0.2, (11)
MS+NAA 0.2+IBA 1.0。上述培养基均含 3% 蔗糖

和0.6%琼脂粉, pH 5.8, 在121 ℃高压灭菌20 min。
培养温度为(25±2) ℃, 光照强度为 30 μmol·m-2·s-1,
光照时间为 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处理  选取健康植株的匍匐茎作为

外植体, 用含洗衣粉的溶液清洗去除污物, 再用自

来水冲洗30 min, 然后放到超净工作台上进行消毒

处理。在超净工作台上将外植体切成 1 cm长的茎

段, 用 0.1%升汞灭菌30 min, 取出后用无菌水冲洗

4 次, 每次冲洗时浸泡 5 min, 接种于培养基(1)~(9)
中, 每瓶接种 1 个外植体。

4.2  不定芽的诱导和增殖  匍匐茎接种后约15 d出
现愈伤组织, 20~25 d愈伤组织形成多个不定芽, 以
培养基(1)诱导生长效果最好(图 1), 诱导率达到

73.3%。培养基(4)和(8)的芽诱导效果最差, 基本没

有不定芽。将丛生芽分割后接入培养基(1)~(9)中
进行增殖继代培养, 每个增殖培养基中移入 5 个

芽。接种培养 30 d 后观察增殖情况。培养基(6)
和(7)的增殖效果要好于其他组合, 但培养基(6)中的

叶片有畸形现象, 而培养基(7)的植株生长效果较好,
增殖系数高达 5.1 (图 2)。

4.3  生根  当生长健壮的丛生芽长到 3 cm以上时,
将其分割成单株, 然后转入培养基(10)~(11)中。继

代苗在培养基(11)中生根效果较好, 生根率达 90%
以上。培养 5 d 后幼苗基部愈伤组织膨大, 有白色

根长出。培养 20 d 后, 幼苗高达 4~5 cm, 根数均

达 10 条以上 (图 3)。

图 1  滇海水仙花的不定芽诱导

图 2  滇海水仙花的不定芽增殖



植物生理学通讯  第 46 卷 第 11 期, 2010 年 11 月1190

图 3  滇海水仙花的生根苗

4.4  移栽  当根长到 5 cm以上且根数达到 5条以上

时进行炼苗和移栽。先将培养瓶瓶口半开 5 d, 然
后将瓶口全部打开后放置于有遮阳网覆盖的大棚

中。3 d 后取出组培苗, 用清水洗净根系附着的培

养基, 移栽到经高压灭菌的基质中(腐殖土:土=1:1)
中; 用无菌水一次浇透, 放在人工气候培养箱中, 温
度为 24 ℃, 湿度为 85%。7 d 后, 幼苗叶片颜色绿

色, 正常直立生长。15 d 后, 可进行换盆移栽, 移
栽成活率达 85% 以上(图 4)。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2003)。滇海水仙花的花序

为淡蓝紫色头状花序, 开花时花球繁多, 观赏性很

强(图 5)。其花期一般为 12 月至翌年 2 月, 是我国

野生报春花资源中难得的冬季开花种类, 其植株生

长旺盛且周年常绿, 是一种极具开发潜力的的园林

植物材料(解玮佳等 2009)。在滇海水仙花的实生

引种驯化中, 笔者发现其实生苗中有白花变异植株

出现。而通过分株繁殖的速度过于缓慢, 无法达到

尽快稳定其优良性状进而实现该种新品种选育的目

的。为此, 为能尽快实现滇海水仙花优良单株的稳

定快繁, 有必要对其组织培养快繁技术进行研究。

球花报春组植物的组培已有报道(解玮佳等 2010),
滇海水仙花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目前尚未见报

道。

图 4  滇海水仙花的移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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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义与进展  新花卉作物(new floral crops)对一个

国家的花卉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开发利用我国现

有野生花卉资源, 是培育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

花卉品种的重要途径(张启翔和潘会堂 2009; 郝培

尧 2007)。滇海水仙花为报春花科(Primulaceae)报
春花属球花报春组植物, 常分布于我国云南的大

理、丽江等海拔 1 500~2 300 m的湿草地中(中国

图 5  野生的滇海水仙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