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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岩生报春(Primula saxatilis Kom.)。

2 材料类别 种子。

3 培养条件 (1)种子萌发培养基: 1/2MS; (2)无菌苗

增殖培养基: MS; (3)丛生芽诱导和增殖培养基:

MS+6-BA 2.5 mg·L-1 (单位下同)+NAA 1.0; (4)生根

培养基: MS+NAA 0.1。上述各培养基均添加7 g·L-1

琼脂和 30 g·L-1 蔗糖, pH 5.8~6.0。培养温度为

20~23 ℃, 光照强度为20~25 mmol·m-2·s-1, 光照时间

为14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材料的无菌处理  选取岩生报春的种子为外植

体, 经清水浸泡24 h, 在超净工作台上先用75%乙

醇消毒15 s, 无菌水冲洗5~6次, 再用0.1%升汞溶

液消毒6 min, 无菌水5~6次, 接种到培养基(1)上,

每瓶接种 10 粒种子。

4.2  无菌苗的获得  10 d左右种子开始萌发, 1个月

之后转接到培养基(2)中, 在培养基(2)中生长1个月

后形成无菌苗(图1), 选取无菌苗的腋芽作为丛生芽

诱导的材料。

4.3  丛生芽的诱导和继代培养  选取无菌苗的腋芽

(图2), 将其转接到培养基(3)上, 10 d开始, 抽出新

叶的叶柄粗壮, 基部变红, 2周后开始有丛生芽的分

化, 40 d后在腋芽新抽出的叶柄上, 分化出大量的

丛生芽(图3)。在培养基(3)上接种2个月后, 增殖

系数达到 3~4。

4.4  生根培养  当丛生芽在培养基(3)上长出2~3片

叶子时, 将其转入培养基(4)中进行生根培养, 8~10

d开始有细小的根系形成, 2周后生根率为95%以

上(图4), 组培苗平均高度可达4.8 cm。

4.5  移栽  生根培养2周以后, 待组培苗平均每株生

根4~5条、根长达到1 cm时, 即可开始为移栽作

图1  岩生报春无菌苗

图2  岩生报春无菌苗的腋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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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花卉和育种材料。岩生报春是多年生草本花

卉, 一般采用播种和分株繁殖, 但以播种繁殖为主,

一般于9月初播种, 经过营养生长于次年5月份进

入盛花期, 从播种至开花时间为8个月, 生长周期

长, 且繁殖系数低, 同时, 这些方法远不能满足生产

需求, 且成苗不整齐。本文以岩生报春种子为外植

体, 建立了组培快繁体系, 可以保持优良种或品种

的特性不变, 从而为新品种选育研究中变异保存提

供了技术保障。目前报春花属其他种植物的组织

培养已有报道(侯云屏和古志渊 2001; 张淑娟等

2002; 李燕等2005; 金晓霞等2005; 查帅兵2006; 和

文佳等2007; 解玮佳等2010; 刘仁坤2010), 但岩生

报春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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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岩生报春腋芽分化的丛生芽

图4  岩生报春的生根

准备。先将生根苗打开瓶盖炼苗3~4 d, 洗净根部

琼脂移栽至温室细草炭土中, 草炭土提前铺满穴盘,

清水浸透; 试管苗移栽后保持湿度80%以上, 覆薄

膜并每天喷水2~3次, 2周以后即可逐步进行正常

管理(图 5), 移栽成活率达98%以上。

5  意义与进展  岩生报春为报春花科报春属指叶报

春组植物, 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二版)》以

及《河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在报春属北

方种中观赏价值较高, 是花境、盆花、花坛花卉

的良好材料。早春开花, 花粉红色, 具有较好的观

赏性, 在北京露地能顺利越夏越冬, 是十分重要的

图5  岩生报春的移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