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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 青岛老鹳草(Geranium tsingtauense

Yabe.)。

2 材料类别 茎段、叶柄和叶片。

3 培养条件 MS 为基本培养基。芽诱导与增殖培

养基: (1) MS+6-BA 0.2 mg·L-1 (单位下同)+NAA 0.1;

(2) MS+6-BA 0.5+NAA 0.1; (3) MS+6-BA 1.0+NAA

0.1; (4) MS+6-BA 0.2+NAA 0.02; (5) MS+6-BA 0.2+

NAA 0.05; (6) MS+6-BA 0.5+NAA 0.05。生根培

养基: (7) 1/2MS; (8) 1/2MS+IBA 0.5。以上培养基

中均附加3%蔗糖和 0.6% 琼脂, pH 5.8。培养室

温度为25~28 ℃, 光照强度为20~30 mmol·m-2·s-1,

光照时间为13 h·d-1。

4  生长与分化情况

4.1  无菌材料的获得  选取生长健壮的青岛老鹳草

茎段、叶柄及叶片, 用洗涤剂漂洗30 min, 流水冲

洗10 min, 然后将材料置超净工作台上用紫外灯灭

菌0.5 h, 用75%酒精消毒20~30 s, 无菌水快速冲

洗1次, 再用0.1% HgCl2分别灭菌7~8、6~7和4~5

min, 无菌水冲洗4~5次, 然后剪切适宜大小进行芽

诱导培养。

4.2  芽的诱导  将青岛老鹳草茎段接种于培养基(1)~

(6)中, 诱导不定芽的分化。1 d后所有茎段切口处

产生褐化, 7 d后培养基褐化减轻直至消失, 14 d后

培养基(1)中茎段枯萎; 培养基(2)、(3)中开始出现

淡黄色透明胶质状愈伤组织(图1), 培养基(2)中愈

伤组织分化缓慢, 随时间延长, 逐渐衰弱; 培养基(3)

中逐渐分化出不定芽, 生长健壮(图2); 培养基(4)~(6)

中始终不见愈伤组织形成, 但在茎段的顶端产生丛

生芽, 生长健壮, 叶片翠绿(图3)。40 d后统计培

养基(3)~(6)中每个茎段外植体分化的不定芽数, 分

别为 2.4、3.8、5.6和 7.0。将培养基(3)中形成

的愈伤组织块和培养基(4)~(6)中的茎段继代培养在

培养基(6)上, 能显著促进不定芽的产生。以上说

图1  青岛老鹳草的茎段形成愈伤组织

图2  青岛老鹳草的茎段产生不定芽

明, 培养基(6)最适宜诱导青岛老鹳草茎段分化不

定芽。

以青岛老鹳草叶柄为外植体, 接种于培养基(1)~

(3)中, 1 d后产生轻微褐化, 随后逐渐消失, 12 d后培

养基(2)和(3)中叶柄逐渐膨大, 其两端产生愈伤组织,

但最终未分化出不定芽。接种青岛老鹳草叶片于培

养基(1)~(3)中, 观察发现叶伤口处褐化严重, 并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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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青岛老鹳草的茎段分化不定芽

花、果皆有极高观赏价值的野生花卉, 其叶形优

美, 花朵繁茂, 果实奇特, 花果期长(6~11月), 植株

低矮, 生于低山草坡或疏林下, 宜作花镜及基础栽

植, 有着巨大的开发价值和园林应用潜力, 但由于

其果实成熟时开裂, 种子难于采集且硬实率高(杨期

和等2006), 严重制约了其引种驯化和在园林中的

推广应用。本文拟通过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

获得青岛老鹳草的无性繁殖系, 从而缩短育苗时

间、扩大繁殖系数, 对保护我国珍贵的野生花卉资

源、丰富山东花卉种质资源、开展种质资源创新

等具有重要意义。本实验发现青岛老鹳草茎段最

适宜作为诱导不定芽的外植体材料, 这和草原老鹳

草组培技术研究中的结果一致(吕晋慧等2008); 而

经培养在茎段的顶端产生丛生芽以及培养过程中出

现褐化现象, 与老鹳草的组织培养研究结果相一致

(贠剑 2008)。有关青岛老鹳草的组织培养与快速

繁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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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萎直至死亡。经分析, 可能是培养基激素水平不

适宜诱导叶片不定芽再生, 也可能是其叶片不适宜作

为诱导不定芽的外植体材料, 有待进一步研究。

4.3  生根培养  将增殖培养获得的不定芽接种到培

养基(7)和(8)中。14 d后培养基(8)中不定芽开始生

长, 并在基部伤口处形成2~6条不定根, 同时发现

少量气生根(图4), 30 d时根长3~6 cm, 生根率92%;

培养基(7)中的不定芽始终未见生根。

图4  青岛老鹳草的生根培养

4.4  移栽  选生长健壮、根系发达的无菌苗, 移至

荫棚下封口炼苗3 d, 然后打开瓶盖炼苗3 d, 以增

强其适应性。炼苗后将苗小心取出, 洗去培养基后

移栽于消毒的培养基(草炭土:珍珠岩=1:1)中, 此后

注意要用保鲜膜保湿并遮阳。10 d后小苗生长健

壮, 移栽到大田(图5), 成活率达95%。

5  意义与进展  青岛老鹳草为牻牛儿苗科老鹳草属

植物, 山东特有珍稀濒危植物(范宗忠等1992; 臧得

奎等1994; 衣艳君等2000), 并载入《全国濒危植

物红皮书》, 被列为国家第二批珍稀濒危植物(张伟

和赵善伦2000; 潘智芳2008)。青岛老鹳草是叶、

图5  青岛老鹳草的组培苗移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