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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花叶蒲苇’[Cortaderia selloana (Schult.)

Aschers. & Graebn.‘Silver Comet’]。

2 材料类别 带茎尖的幼嫩茎段。

3 培养条件 以 MS 为基本培养基。(1)芽诱导培养

基: MS+6-BA 1.0 mg·L-1 (单位下同)+NAA 0.1; (2)继

代增殖培养基: MS+6-BA 0.5+NAA 0.05; (3)生根培

养基: 1/2MS+NAA 0.1。上述培养基均添加3%蔗

糖和0.6%琼脂, pH 5.8~6.0。培养温度为(23±2) ℃,

光照时间为12 h·d-1, 光照强度约为30 mmol·m-2·s-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取一年生‘花叶蒲苇’健康植

株, 切除根及基部老茎段, 依次剥去叶片, 只留包裹

茎尖的幼嫩叶片(1~2 cm长), 切取带茎尖的幼嫩茎

段(0.5 cm长)作为外植体, 流水冲洗15 min, 在超净

工作台上用75%酒精浸泡30 s, 无菌水冲洗2次,

再用0.1%升汞溶液消毒10 min, 最后用无菌水冲

洗5次, 接种于培养基(1)上。外植体接种7 d后

顶芽开始生长, 30 d形成3~4 cm高无根小苗, 同时

基部形成丛生芽。

4.2  继代增殖培养  将培养基(1)上形成的丛生芽切

割, 接种于培养基(2)上进行增殖培养, 15 d后形成

新的丛生芽, 继续培养15 d, 不定芽长高至3~4 cm。

每隔30 d继代培养一次, 增殖系数为3~4 (图1)。

4.3  生根培养  将培养基(2)中增殖获得的3 cm以上

的无根芽丛接种于培养基(3)进行生根培养, 每丛有

小苗3~4株, 培养15 d后开始生根, 形成完整植株,

30 d时生根率可达95%, 每丛苗有根3~4条, 根长

4~5 cm, 苗高6~8 cm (图2)。

4.4  炼苗及移栽  将已生根的试管苗松开瓶盖, 连瓶

置于温室苗床上炼苗, 1周后取出试管苗, 小心洗

净根上附着的琼脂培养基, 移栽至装有基质为草炭

土:珍珠岩=3:1的穴盆(128穴)中, 置于温室苗床上

养护。温室环境温度 20~25 ℃, 空气相对湿度

80%~90%, 适当遮荫, 使光照强度为 50%~70% 自

然光。移栽1个月后, 成活率可达90%以上(图3)。

图1  ‘花叶蒲苇’的增殖培养

图2  ‘花叶蒲苇’的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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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成活的试管苗种植在直径14~15 cm营养钵中

或地栽, 按常规方法养护, 一年后即可长成成年植

株, 株高60~80 cm, 每丛有8~10芽(图4), 可用于

绿化工程。

5  意义与进展  蒲苇为禾本科蒲苇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 茎丛生, 叶片多聚生于基部, 雌雄异株, 大型圆

锥花序, 银白色至粉红色, 穗长而美丽, 庭院栽培壮

观而雅致, 种植于岸边, 入秋观赏其羽状圆锥花序,

也可用作干花。蒲苇作为观赏草主要种植在花境

内, 或成片种植于水边, 或点缀在石景旁。‘花叶

图3  ‘花叶蒲苇’穴盘苗 图4  ‘花叶蒲苇’成品苗

蒲苇’为蒲苇的矮化园艺品种, 其叶片边缘镶有银

白色条纹, 具较高观赏价值, 是近年引进的优良品

种。目前, 在生产上 ‘花叶蒲苇 ’主要在春季采用

分株方式进行繁殖, 繁殖系数低且不易成活。采

用植物组织培养手段可在较短时间内批量生产种

苗, 为引种栽培提供种源, 加速新品种的推广应

用。我们采用本文建立的试管苗繁殖技术, 已成

功推广‘花叶蒲苇’2万余丛, 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蒲苇及其品种‘花叶蒲苇’的组织培养尚未见文献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