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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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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铺地竹
6&3& &$.+%4+&34$-&4#3

侧芽为材料
!

研究其试管繁殖技术
%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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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生根培养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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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苗移栽到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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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岩体积配制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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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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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效果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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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地竹
6&3& &$.+%4+&34$-&4#3

属禾本科
eC,06,6

竹亚科
F,+`4?C-76,6

赤竹属
6&3&

的一种地被竹/ 铺地

竹叶在生长初期为绿色% 间有白或黄色条纹% 后全变为绿色% 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 且枝叶浓密% 适宜

于堤岸山坡或林下作防护材料栽培% 也适宜于花镜和绿坪应用& 目前% 铺地竹的繁殖方法为丛状移植母

竹或者以鞭根移植造园% 虽然带竹鞭移栽技术简单宜行% 但母竹耗量大% 用地多% 难以快速规模化发展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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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简便0 省时省力的扦插技术也受生根率0 繁殖速度0 季节等因素影响% 而且存在消耗竹种

多0 种苗运输不方便0 劳动强度大0 繁殖的系数低等问题% 难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优质竹苗% 远远满

足不了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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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竹子组织培养技术% 可以依靠其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在短时间内% 周期性地实现

铺地竹的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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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马来甜龙竹
7+%8$"9&'&:#3 &3;+$

% 凤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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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白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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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属的竹种的离体快速繁殖获得成功% 尚未有铺地竹的报道/ 本研究以铺地竹的侧芽为外植体% 探

讨铺地竹最适的试管快繁条件% 为该竹种的扩繁和工厂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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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

以浙江农林大学智能温室的铺地竹侧芽为外植体! 用自来水冲洗侧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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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氯酸钠

溶液真空抽滤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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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无菌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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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最后在解剖显微镜下切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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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获得的铺地竹生长一致的芽作为增殖试验的材料& 培养室的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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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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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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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培养 用于铺地竹增殖培养的基本培养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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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附加不同质量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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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 每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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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蔗糖质量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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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基的酸碱度均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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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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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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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管"#

! 每芽高度约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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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芽的增殖数和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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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培养 将要用于生根培养基的铺地竹每
H

颗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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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转接至生根培养基上& 用于生根的培

养基为附加了不同质量浓度的吲哚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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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苗移栽 将生根的试管苗经过练苗后! 用
D& %

的温水洗净残余的琼脂后! 移栽到泥炭( 蛭石(

珍珠岩配制比例为
#&#&#

的基质中! 在健化室中练苗
!!H

周后! 搬至温室进行培育! 并进行适当的养护

和水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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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统计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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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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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质量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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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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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对铺地竹的芽增殖影响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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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在
G55

质量浓度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
45

质量浓度的增加! 铺地竹芽的增殖系数基

本呈逐渐上升趋势* 在
45

质量浓度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
G55

质量浓度的增加! 铺地竹芽的增殖系数

大体上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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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的增加! 铺地竹芽的增殖系数大致上呈现上升趋势&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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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铺地竹不但长势旺盛! 而且不容易褐化&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 铺地竹的最佳的增殖培养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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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质量浓度的
'&%

对铺地竹诱导生根的影响

以
D

个质量浓度的
N45

进行铺地竹的生根实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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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铺地竹生根比较容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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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1 ' "3HC $"3" $3" !3CD ' "3&1

$3" H3" $3$6 ' "3!6 $"3" H3" H31D ' "3C$

表
!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组合对铺地竹芽增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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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有珍等! 铺地竹试管快速繁殖研究

培养基中即可生根" 但生根率较低且根细长# 随着
$%&

质量浓度的逐渐升高" 生根率也由
'()*+

增加

到
"*),+!#--)-+

" 显著高于未添加
$%&

的培养基中的生根率# 但是" 在高质量浓度$

#-)-

和
!-)- ./

%

0

"#

&

的
$%&

培养基中铺地竹的根部较膨大" 为畸形根系' 在
$%&

的质量浓度为
')- ./

(

0

"#的培养基中" 诱导

出的铺地竹的根较粗壮" 平均生根条数也较多" 生长良好)图
!

&' 综上所述" 铺地竹的最佳生根培养基

为
12 3 ')- ./

(

0

"#

$%&

'

!"#

驯化移栽

经练苗后的铺地竹生根瓶苗移栽到泥炭
#

蛭石
$

珍珠岩配制比例为
# $ # $ #

的基质中" 进行适当的养

护管理后" 其移栽成活率达
"'+

以上'

*

结论与讨论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在调节器官分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常使用
%&

"

45

)激动素&与
6&&

组合来研究对植物丛生芽分化增殖的影响'

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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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对竹子芽的增殖比
45

的效果要好' 本实

验的结果表明" 较低质量浓度的
%&

能促进芽的增殖及伸长" 高质量浓度的
%&

可以明显地促进植株的

增殖" 但若过高则容易导致植株变态' 其中最适合铺地竹的芽增殖的培养基是
123*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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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质量

浓度与菲白竹, 菲黄竹
!"#" "$%&'()"

最适合芽增殖的
%&

质量浓度相似" 说明一些亲缘关系较近的竹种

其丛生芽的增殖培养基有一定的相似性*

#!

+

'

在试管繁殖中" 添加一定质量浓度的生长素有利于诱导生根*

#*

+

" 其中
$%&

和
6&&

对于很多的竹种生

根有明显的作用 *

#;"#'

+

' 也有报道单独使用生长素诱导生根较为困难" 如同时加入一定量的细胞分裂素

%&

" 能明显提高生根*

#!

+

' 在本实验中" 铺地竹生根较易" 在
12

基本培养基中即可生根" 但生根率较

低" 在
123')- ./

%

0

"#

$%&

培养基中生根率达
#--<

" 并且根的长势较好' 另外" 通过本实验还发现! 低

质量浓度
$%&

可以促进植株的生根" 而过高质量浓度
$%&

诱导出的根较膨大" 为畸形根系' 高质量浓

度的生长素
$%&

为何诱导出的根为变态的根系"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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