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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葵的离体培养与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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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芙蓉葵(拭方i
se u s m o se人e u to , L in n

.

)
。

2 材料类别 带节茎段
。

3 培养条件 以M S 为基本培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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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 1 无菌材料的获得 选取长势旺盛的幼苗
,

截取

半木质化的茎段
,

剪去叶片留下小部分叶柄
,

流

水冲洗 l h
。

在超净工作台上
,

用 7 0 % 酒精浸泡

3 0 5 后
,

放入 0. 2 % 的升汞溶液中
,

加入几滴吐

温
,

振荡灭菌 6 ~ 8 m in
,

无菌水冲洗 5 一6 次
,

用

灭菌滤纸吸干水分
,

切成 l 。m 左右的茎段
,

每

段有一叶腋供诱导培养
。

4. 2 芽的诱导和继代增殖 将无菌外植体接种于培

养基(l) 上进行芽的诱导
,

接种后先在 2 8 ℃培养

箱光下培养 7 d 后
,

外植体明显膨大
,

两端切 口

及叶腋处先形成白色的愈伤组织后渐变成浅绿

色
;
14 d 后

,

叶腋处的愈伤组织形成小突起
,

分

化形成浅绿色芽点
; ZO d 左右

,

分化出 1一2 个小

芽
。

当芽长成不定苗后
,

将其切成单节茎段
,

转

接到新鲜的培养基(2) 上进行增殖培养
,

每次继代

时间为 2 5 d 左右
,

增殖率为 2 一3 倍
。

4. 3 生根与移栽 选取生长健壮
、

具有 3一4 片叶

的苗从基部切下转移到培养基 (3) 中进行生根诱

导
,

4 d 后形成根原基
,

7 d 后开始生根
,

2 0 d

后根系发达健壮
,

生根率达 10 0 %
。

当苗高 3 一4

c m 时
,

打开瓶 口炼苗 Z d
。

取出小植株
,

用清

水洗净根部
,

移栽到己灭菌的富含腐殖质
、

疏

松肥沃
、

保水透气 的土壤 中
,

同时要注 意保

温
、

保湿和适度的光照即可
,

成活率可达 9 0 %

以上
。

5 意义与进展 芙蓉葵是锦葵科木模属的多年生亚

灌木状草本植物
。

此属约 19 0 种
,

我国有约 1 5 8

种
。

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芙蓉葵的株高 l~2

m
,

茎粗壮
、

光滑
。

叶广卵形
,

叶柄
、

叶背密

生灰色星状毛
。

花大
,

单生于茎上叶腋处
。

花

硕大
,

直径 2 0 ~ 2 5 c m
,

有 白
、

粉
、

红
、

紫等

色深浅不一
,

花期长达 6 个月
。

公园
、

庭院可

丛植
,

更适宜植景
,

极富欣赏效果
。

芙蓉葵原

产于美国东部
,

20 04 年我国开始引种栽培
,

因其

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

耐旱
、

耐寒(可耐零下

3 3 ℃低温)
、

耐盐碱
、

耐贫痔
,

花朵抗 日灼
,

管

理粗放
,

可广种植于南北各地
。

最适宜路旁
、

坡

地或配植于花丛
,

特别是交通线绿化带及河湖

岸边的条植或丛植
。

通常采用播种和分株方法

繁殖
,

繁殖速率低
,

受环境因素限制较大
。

本

文不仅建立了芙蓉葵的体外再生体系
,

而且对

园林生态绿化
、

水土保持及其同属生理生化特

性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芙蓉葵的组织

培养 尚未见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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