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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帝王秋海棠(Begonia imperialis

Lem.)。

2 材料类别 幼嫩叶片、茎段(粗约 1 cm)。

3 培养条件 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培养基：( 1 )

MS+6-BA 1.0 mg·L-1 (单位下同)+NAA 0.1；(2)

MS+6-BA 2.0+NAA 0.1。生根培养基：(3) 1/2

MS+6-BA 1.0+NAA 0.1；(4) 1/2MS+6-BA 0.05+

NAA 0.1。以上培养基均附加 3% 蔗糖和 0.6% 琼

脂，pH 5.4~5.8。培养温度为(25±2) ℃，光强30~40

mmol·m-2·s-1，光照时间12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材料的无菌处理  外植体用自来水流水洗0.5~

1 h后，用 75%的酒精表面消毒30 s，再以 0.2%

的 HgCl2 溶液消毒4~6 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5

次左右，洗去植体表面的 HgCl2 残液。

4.2  愈伤组织的诱导  将洗净的叶片和茎段接种到

培养基(1)和(2)上，第1次出现愈伤组织的时间较

长，需 2 个月左右，再次用已经再生分化后的幼

叶诱导，则20 d 左右开始形成绿色、淡绿色、白

色的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在同一培养基中20 d 左

右开始出现绿色芽点。将绿芽切下，接种到培养

基(1)和(2)上，2周后形成丛生芽。丛生芽在培养

基( 2 ) 中的诱导频率较高，培养 2 0  d 时，有

50%~ 6 0 % 的芽长出小叶片。在诱导和分化过程

中，如果出现玻璃化现象，可采用增加琼脂含量

(从 0.6% 增加到 0.7%~0.75%)的办法解决。

4.3  生根与移栽  将愈伤组织分化出的芽接入培养

基(3)和(4)上，20 d后开始有锥状突起；继续生

长10 d 后，全部长出5条以上1.0~3.0 cm 长且

粗壮的根，分化苗在生根培养基上的生根频率约

95%。苗继续伸长，达 4.0~5.0 cm。移栽前敞

口炼苗 24 h 后，从培养瓶中取出生根苗，洗净

附着的培养基，移植到河沙、腐殖土、田园土

(3:l:1)混合的基质中，l周内注意保湿，并覆盖薄

膜，2 周后可用 1/4MS 液喷雾施肥，促进生长。

半个月后揭掉覆膜，保持散射光，逐渐可长成健

壮幼苗，供栽培移植。应注意的一点是，定植

土的温度不宜过高，以免烂根。20~30 d 后，成

活率达 95%。亦可无土栽培帝王秋海棠，栽培基

质选用蛭石和珍珠岩为宜。将营养液浇入盆里，

每次营养液浇灌量以盆中基质全部浸湿并且盆底孔

有少量流出为宜。帝王秋海棠性喜湿润的生态环

境，需要充足的水分和较高的空气湿度。土壤栽

培若供水过量，盆内积水，易引起烂根而导致生

长不良，甚至死亡；而无土栽培的斑叶帝王秋海

棠因其栽培基质疏松，不易积水，故而浇水量可

稍大而不必担心烂根。

5  意义与进展  帝王秋海棠属秋海棠科植物，原产

墨西哥，属根茎类秋海棠，室内观叶植物，其

株形美观，从地下茎抽出丰满的彩色叶片，叶丛

生于根茎，斜卵圆形，茂密，叶面浅绿色，叶

脉两侧及叶缘红褐色，典雅秀丽，深受人们喜

爱。但靠自然分株繁殖，速度缓慢，因此，本

文结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秋海棠属

中有些种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已有过报道(廖俊

杰等2004)，而有关帝王秋海棠的组织培养和快速

繁殖的报道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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