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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移植
,

有草团移核鱼
,

培育一个抗病力强的草团新品种 , ③不同 目间的鱼类细胞核移

植
,

有莫桑比克罗非鱼的核移向金鱼的质
,

培育一个高产耐寒的鱼类品种
。

为了弄清各移核

鱼的遗传基因
,

必须进行外部形态特征的测定
,

观察其与新本的差异
、

一二三代的性状变化

情况
、

染色体组型及鉴别
、

生化性状血红蛋白
、

乳酸脱氢酶苹果酸脱氢酶等电泳 图谱和分析

比较各种移核鱼的氨基酸含量等
,

总之要通过多方面试验
,

筛选出高产优质和抗逆的基因组

合
,

进行核质杂交
,

把杂交优势进一步应用到生产上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为

提高淡水渔业产量做出贡献
。

鱼类性控的研究对增加产量颇有实用价值
,

应当通过激素处理
、

杂交等方法加强性控制的

研究 , 鱼类多倍体育种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四倍体上
,

利用四倍体与二倍体杂交产生不育的三

倍体
,

以获得生长快个体大的良好性状 , 结合我 区地处亚热带
、

平均气温高的特点
,

积极开

发酶工程和发酵工程
,

大量生产单细胞蛋白
,

开展螺旋藻的研究很有必要
,

可解决水产养殖

业饲料蛋白的来源
,

在
“ 七五 ”

期间亦应提上议事 日程
。

至于基因工程在水产方面应用的发

展
,

需要复杂的设备
,

应在这方 面有意识地搞好人材的培勺l(和技术物质的准备
,

要随着科学

的进展逐步创造条件加以开发
,

努力赶超国内先进水平
,

弥补我 区的空白
。

综观我区的水产生物技术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

但在鱼类细胞核移植技

术方面我们则处于领先地位
,

因此我们 应当发挥 自己的优势
,

乘胜前进
。

生物技术在观赏植物方面的应用

谭 文 澄

( 广西农学院花卉快速繁殖课题纽

一
、

观赏植物采用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况

( 一 ) 概况简介

世界上最早利用组织培养方法繁殖植物是在 196 0年
,

法国人M or
e

拥兰花茎尖培养产生
出许多再生植株

,

他认为用这一方法可以在一年内培植出上百万株名贵的兰花植株
,

这样便

逐步开始了兰花的工厂化商品生产
,

形成所谓兰花工业
。

时至今日
,

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

都逐渐采用组织培养方法来生产观赏植物
,

生产的 品种与种类也已大为扩展
。

从已发表的文
献看来

,

凡是在市场上有需求的种类几乎都能通过组织培养方法来生产
,

一些需条量较少的

种类也在逐渐纳入这一体系
。

从我国去年9月 9 日至 14 日召开的 《全国第一届试管苗信息技术交流交易会 》 上所展示的

内容看
,

已成功繁殖了菊
、

香石竹
、

月季
、

唐营蒲
、

各色秋海棠
、

倒挂金钟
、

金包花
、

水晶

掌
、

杜鹃
、

兰花
、

郁金香
、

茶花
.

安石榴
、

罗汉松
、

西番莲
、

晚香玉
、

大花置草
、

花叶芋
、

朱蕉
、

巴西 铁 树
、

吊兰
、

变叶木
、

万年青
、

天竹葵
、

风信子
、

金鱼草
、

赓香百合 ( 百合种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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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竹
、

瑞香
、

矮牵牛
、

小苍兰
。

榆叶梅
、

山麻杆
、

羽衣甘兰
、

结香
、

君子 兰
、

红 雀 珊

瑚
、

非洲紫罗兰
、

文竹
、

玉替
、

双色茉莉
、

大岩桐
、

非洲菊
、

仙人掌
、

铁线莲
、

金花茶等等

数十种
。

因此
,

我们认为只要需要
,

( 可能
,

) 所有的植物都 可以通过组织培养繁殖
。

但是在

已经见诸中
、

外文献报道 的600 ~ 7叻种观赏植物中
,

真正大规模地生产的种类却并不很多
,

这原因有需求方面的
,

也有研究工作尚未跟上的等等
。

我们将 已见报道的可采用组织培养繁

殖 的观赏植物名录整理于附录中
。

这一名录并不全面
,

而且新近还陆续有所增加
。

从名录种类之多可见
,

要研究或摸索出一种植物的快速繁殖方法总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

但是要使快速繁殖的研究成果转变为经济效益就需要考虑许多问题
。

( 二 ) 观赏植物大量生产的间题及对策

广西地处亚热带南缘
,

光
、

温
、

水
、

气等资源条件优越
,

目前尚未充分重视与利用
,

许

多草本一年生或越年生的短期花卉
,

几乎全世界
、

全国大多数地区都能生产
,

其成本也较低

廉
,

我们不必着力发展
。

木本观赏植物或喜温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们应着力发展的
,

尤其

是稀有珍贵的种类
、

奇特的种类
,

这些需要调查
,

或委托人员整理收集
。

这是我们的优势
,

但别处如生产
,

则成本肯定超过我们
。

在这方面我们缺乏统一部署和领导
,

有时下一个题目

就希望能见效
,

这样是不容易搞起来的
。

需要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
,

确定发展重点
,

着力经

营
,

下准投资
,

配套发展
。

开拓
、

经营一齐抓
,

几年之后定会有效
。

目前国内市场上生产南

方花木的主要是广东
、

福建
,

广西就差一大段
,

北方来的买主越来越少
,

为什么 ? 他们反映

广西的东西不全
,

苗木质量不够好
,

到广西来不如去广东
、

福建
,

还 反映广西特点不突出
,

来采购没有重点
。

另外本区的经济发展慢
,

本地市场极其狭窄
,

无力扩大生产
,

当然也就失

去进一步集中优势与外省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力量了
。

但是只有投资也不够
,

要有组织机构来抓协调和保证
。

全国各省几乎都有园艺研究所
、

园

林绿化研究所
、

花卉研究所等等
,

有的省会有其一
、

二
,

甚釜三者都有
,

其它市也有
,

而南宁

是 区的首府
,

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公园和苗圃
。

组织培养繁殖课题组承担了力所不及的过多的

任务
,

虽然作出了巨大努力
,

但从全局看
,

可能损失的东西 比得到的东西更多
。

如果要使我区花卉打入国际市场
,

还要做许多工作
,

快速繁殖的技术研究只是其中的一

个环节
,

这个环节虽然至关重要
,

但不是很难克服的
,

也不是耗费 巨大的
。

花卉生产如当成战略 ( 盈利的大企业 ) 来发展
,

应有一笔开发投资
,

要若干年后才能见

效
。

除调查了解我们自己的家底 以外
,

还要了解国际国内的市场动向
。

这个动向的特点是变化

快
、

周期短
,

只有大企业才有适应能力和缓冲的余地
,

要有各种资源在试管中贮备着
,

一旦

需要立即争取定货
,

扩大繁殖起来
。

要 建 立健全 机构
,

有决策者
、

品种收集者
、

育种者
、

脱

毒 者
、

栽 堵 方法研究者
、

快速繁殖研究者
,

还要有得力的销售渠道和协调机构
,

这样积以

时 日
,

拿出价廉物美的观赏植物
,

就可以打入国际市场
。

荷兰等花卉出口国是努力经营了几

十年才占领了大半的国际花市的
,

我们不可能只依靠少数人
,

在很短的时期内做到
。

最近 闻说上海需要大量的香 石 竹
、

非 洲 菊 ( 每周 10 00 打 )
,

北京花木 公 司 需 要
“
红

掌
” ( 据说一枝可卖 8元人民币 )

,

这些东西在广西 生产要比其它地方生产都便宜
,

只 需 最

后付一个运输费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人们对观赏植物的需求只有增多
,

现在是该明确并下决

策的时候了
。

在工作开展起来之后还应研究花卉的包装运输和保鲜间题
,

但这些都不会成为难题和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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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

当然随着规模的发展还要注意宣传和广告
,

只要有组织的抓下去
,

观赏植物的生产一定

会成为一株美丽的摇钱树
。

( 三 ) 发展南北合作

我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都在寒冷的冬季
,

此时人们 比较清闲
,

有时间和 情 绪来 买

花
、

赏花
,

如果我们能在这段时间提供优质花卉
,

即使是国内市场也能开发出许多财富来
。

广西和江苏
、

上海都有协作关系
,

应在花卉生产方面广泛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
,

充

分利用各自的优势
,

共同开发花卉的商品生产
。

南宁生产春节花卉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有利
,

光
、

热
、

水
、

能源 ( 补充光照和适当加温 )
、

土地
、

人力等都是全国最廉价的
,

差的是资金

和技术
,

是各方面配套的人才
。

只要有资金有机构抓
,

肯定能打开局面
。

此外绿化树苗的栽植供应也很有发展前途
,

我们要充分利用广西苗木生长快
、

出圃阜的

优势
,

培植那些即使加入运输费苗木成本仍低于其它地区的种类
,

就可 以在国内和香港市场

上参予竞争
。

总之花木生产应作为一项整体的事业来考虑
,

配套成龙地综合开发利用
。

就广西各个组

织培养研究组的技术力量看
,

水平不低
,

生产能力也有
,

稍微加强 一点都有几万到几十万苗

的生产能力
,

但是仅仅生产出苗是不能形成商品的
。

目前我们薄弱的是销售渠道没有开通
,

搞试管苗的人搞不了销售 ( 不懂行
,

没有经验
,

没有时间… … )
,

另外应加强研究试管苗的

脱除病毒幼苗移栽
、

成活苗栽培管理
、

促成
、

控花
、

整枝
、

造型
、

无土栽培
、

轻 质培养土
、

轻质美观的塑料盆以及花卉苗木的包装运输和保鲜等
。

( 四 ) 建议成立全国的组织培养学会并出版组织培养专业杂志

目前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在从事着组织培养工作
,

有许多

新技术和新经验
,

我们需要及时了解
、

学习和应用
,

但 由于经费
、

时间
、

精力
、

外语水平
、

外语语种等多种条件的限制
,

见 闻仍然狭窄
,

如国内有组培专业刊物来刊登我国各地的研究

文章
,

并经常补充一些译文
、

题录
、

综述等
,

定能加快我们 自身队伍的建设和提高技术知识素

质
,

使我国组织培养研究和开发水平迅速提高
。

学会可以有系统地考虑本学科的发展
,

协调研究重点
,

避免低水平大的互相重复
,

及时

介绍成功的经验
,

防止盲目性
,

避免遗漏空缺
,

还可以组织发展队伍
,

培训人才
,

解答疑难

问题
,

协作攻关
,

协调与有关部 门
、

有关学科的配合进取等等间题
。

为国家或各省区制定发

展规划作出有根据 的论证
,

为新技术的鉴定与推广应用作出恰当的有权威的审评等等
。

( 五 )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
,

突出重点搞 出特色
,

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合作经营

广西 有很多名贵珍稀的观赏植物资源
,

如金花茶就有 20 余种
,

特有的杜鹃也不少
,

其中

佼佼者已收集成图册
。

对热带
、

亚热带的奇异植物
、

荫生植物亦应加强收集整理
。

澳大利亚

一 私人企业 已收集全世界各地的珍奇植物达 3 0 0。余种
,

我们不发展
,

别人也要发展
,

我们现

在就应该抓住这个方向
,

尽快形成特色
,

独树一帜
,

占有一席之地
。

现在己是尽人皆知
:

漳洲水仙
、

洛阳牡丹
、

长春君子兰
、
云南茶花

、

武汉荷 花 梅 花
、

常州月季
、

上海香石竹
、

广州花城
、

广州年宵花市
、 … … ,

广西形成什么
,

发展什么
,

南宁突出

什么 ? 应研究
、

确定
,

试发展
。

只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力n之夭时地利定可寻找到共同开发的投资者
。

试管繁殖技术是一个环节
,

它可以协助花木生产的发展
,

它的应用也受花木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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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它可以贮藏优良种质资源
,

脱除病毒
,

选育种技术环节
,

快速繁殖等多种 用处
,

是应

当安排题目从事研究开发的
。

( 六 ) 维持现有的几个课题组
,

给予少量经费即可
,

重点组织开发销售利用渠道

与北京
、

甘肃等地联系
,

合作生产新品种葡萄等国内急需的苗木
,

共同为迅速发展城市

人民生食葡萄和更新酿酒葡萄品种作出贡献
,

也使我 区的组培工厂和实验基地发挥一份技术

力量
。

二
、

对我区近
、

中期开发观赏植物大规模生产的建议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幅度增 长
,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

对观赏植物的需求也愈益迫

切
,

这是导致观赏植物在近几年内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发展的前提
。

这是形势给我们

的机会
,

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

“
观赏植物大规模生产

” 必需作为一个专项的整体目标来加以讨论
,

组织培养和快速繁

殖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抛开整体目标来讨论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是没有意义的
,

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
。

下面将从这一前提出发
,

提出我区近
、

中期开发观赏植物大规模 生 产 的 建

议
。

( 一 ) 发展的方向与重点

要改变我 区农业生产面貌
,

必须从大农业的角度出发
,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

提高产值和

利润率
。

单靠发展粮食生产是很难做到的
,

而开发观赏植物生产则是多种经营中比较有利的

项 目
,

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

入在观赏植物生产中应当紧紧抓住世界各国人民都普遍喜爱的花卉种类
,

着力经营
。

依

次为月季花类
、

香石竹类
、

各色菊花
、

唐葺蒲类
、

各色观叶植物及室内荫生植物等
,

还有野

生珍奇观赏植物和球根
、

球茎
、

鳞茎类观赏植物
。

选择这些花卉作为重点
,

其理由是非常清楚的
,

因为这几类花卉多年来的销售额几乎稳

定地居于各类花木之榜首
,

需要量大
,

销售情况 良好
。

就手边现有的资料可见一斑
,

下面是美国花卉作物销售总额的序列
:

①菊花 1 19
,
6 3 0

,
9 9 5美元 ②月季 6 0

5 8 0 0
, 5 6 8

③香石竹 5 5
,
5招

,
5 7 9 ④各色观叶植物 5 0

, 8 1 7
一3 7 8

.

⑤天竹葵 2 4
,
7 9 5

5 2 4 6 ⑨唐营蒲 2 0
,
9 1 8

,
1 0 7

⑦一品红 20
,
4 8 3

,

03 2 ⑧杜鹃 19
,
5 4 4

,
6 4 0

⑨兰花 1 2
,
7 7 3

,
7 5 4 L百合 1 0

一
5 4 1

,
0 1 1

L短牵牛
、

1 0
,
3 4 5

,
6 9 9 @ 郁金香 4

,
8 3 1

一
3 9 5

L八仙花 4
,
2 7 4

, 0 2 9 @ 秋海棠 3
,
4 0 9

,
5 0 1

L金鱼草 3
,
2 0 5

,
6 3 4 L万寿菊茧 3

5
2 0 1

, 2 5 8

O 三色董 2币 5 8
,
1 4 5 L桅子

`

2
,
5 5 9 , 1 9 1

L非洲紫罗兰 2
,
5 1 0

,
4 5 4 L雏菊 2 ,

2 4 1
,
0 7 7

L一串红
.

2
, 2 1 1

,
3 0 1 L风信子 2 , 0 5 5 ,

6 2 6

可见菊
、

月季
、

香石竹等销售量很大
。

这些花的销售在我国应当有类似的趋势
。

这些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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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为鲜切花供应市场
,

也可作花篮
、

花束
、

花环等
,

用途 比较广泛
,

是其它一些销量小的

花卉所不能代替的
。

许多矮小的花
,

只能供盆栽
,

如非洲紫罗兰
、

三色荃等
,

销 量 自 不 会

大
。

从我们近几年的试销情况看
,

当前还是月季最有市场
。

其特点是花大
,

色彩丰富
,

形态

各异
,

品种繁多
,

不少品种有香气
,

一年四季开花不断
,

因此 比较受欢迎
,

整形修剪也较易

作
。

菊花在开花季节上受到限制
,

又因是草本
,

每年都要重新插植或做组培苗栽植
,

一旦在

花期不能顺利销售出去
,

就使 2一 3个月的试管培植和 7一 8个月的田 间管理归于浪费
。

南宁菊

花自然开花大多在 10 月末
,

n 月初
,

此时正是国庆过后
,

元旦
、

春节又尚远
,

所 以 销 量 不

大
,

目前仍只能少量生产
。

各国月季的新品种不断涌现
,

近年来我国引进的也不少
,

可以不断用来扩大销售
。

据色

有的经验
,

修剪
、

施肥之后
,

视季节
、

品种等略有不 同
,

一般 40 一 50 天都能有一次较好的花

开出
。

再加苗龄较老
,

加强其它管理等措施
,

稳定供应几大节 日用花是可以有保证的
。

第二是发展香石竹
,

有人认为香石竹的优势在上海
.

我们只能说目前是在上海
,

将来应

当有较大的产量在广西 ( 或广东 )
。

香石竹在南宁冬半季生长情况良好
,

需注意渡夏
,

秋季

加强管理
,

生产供应元旦
、

春节
,

三八节直到五一节的鲜切花是最理想的项目
。

上海要求每天供应 1 0。。打
,

北京也有需求
,

这个市场就不小了
,

谁能承担 ? 据民族学院

同志讲 日本某地也希望广西 生产香石竹卖给他们
。

如果要周年供花
,

,

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就

得跟上去
,

香则有市场也拿不到
,

谁敢签合同 ? 这个项 目我们应当有人研究
,

发展到一定程

度可以和上海联合搞
。

上海在 10 月末要让香石竹进温室
,

成本显然太高
。

我们只要稍作努力

就可能搞起来
。

先摸准市场需求
,

然后下个题目
,

每天或每周保证稳 定 地 提 供 20 打 至 10 0

打
,

看看行不行
,

先弄一个小模型出来
。

非洲菊是近年发展起来的鲜切花
,

我们也应抓紧试种研究
。

菊花应注意品种收集
,

解决全年供花的问题
,

菊花的发展方向是周年供应瓣质厚
、

耐贮

运的各色鲜切花
。

第三是值得重视与发展各类观叶植物
,

尤其是应收集研究热带荫生植物
,

如花叶芋
、

各

色竹芋
、

花叶万年青
、

龟背竹
、

马蹄莲等
,

这类植物的特点是 以叶代花
,

全年可供点缀和观

赏
。

其它花卉可视市场情况适当开发利用
。

抓住大宗的
、

受欢迎的
、

能周年开花销售的植物
,

然后逐步铺开
。

如果是一个大的企业
,

或形成了托辣斯
,

那就应当尽量做到应有尽有
,

如果力量不足
,

就发展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单

项
,

使之尽善尽美
,

非常有竟争能力
。

( 二 ) 具体措施

1
。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机构是保证近中期任务得以完成的必要措施
,

也是一项事业能够长期发展下去

的堡垒与支柱
,

考虑到 目前现状与节约经费
,

建议如下
:

( 1 ) 成立一个花卉研究所
。

花卉研究所可暂设在农学院内
,

人员可在农学院内解决一部分
,

或属于农学院领导
,

这

样投资较少
,

对事业的发展较为有利
。

随着高等院校人员定编
,

教师中会有部分超编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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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当选员组建
,

这样在有条件时亦可兼课
,

培养花卉专业的人才
。

花卉所的在务就是搞调查研究
,

选定方向
,

开拓进取
,

延揽人才
,

广集信息
,

形成花卉

业的核 心
、

堡垒
、

智囊团
,

出成果
,

出人才
,

开拓大的财源
。

( 2 ) 重点扶持农学院的
“
观赏植物研究组

” 。
1 9 8 3年区科委下达了

“
花卉的快速 繁殖

研究
”
课题之后

,

该课题组作了大量的工作
,

已组培繁殖成功 i30 余种花卉
,

收集了 170 余 个

品种
。

目前该组已经能够依靠 自己的销售活动
,

维持自己的生产性开支
、

临时工工资等
,

可

以预见
,

这个组将会作出更多的成绩来
。 ,

只需要少量的资助就可以开展工作
,

就可以发挥作

用
,

并不断出成果
。

希望能委以重任
,

最好有条件在短期内组建为
“
观赏植物组织培养研究

室
” 。

( 3 ) 鼓励和支持兼任的研究点

在广西做植物组织培养工作的研究组不少
,

除完成研究任务之外
,

他们有力量进行一些

有关观赏植物的培养研究
,

应加鼓励
,

使之迅速地多点发展
。

目前
,

广西林科所在山茶花
,

特别是金花茶的研究方面已有深厚的功力
,
广西药物所在兰科

,

尤其是石解属方面已做多年

研究
,

都应鼓励并适当资助使之稳步发展
、

适当扩大
,

发挥各自的特长
。

原桂林黑山苗圃有观赏植物研究
,

近来情况不明
,

是否可适当加强一下
,

在扩大应用方

面做些工作
。

物色一个有志愿有能力的人去那里工作
,

把那一摊子再度兴旺起来
。 ·

广西植物研究所也应分出一部分力量从事观赏植物的研究
。

这样桂南以农学院为主
,

偏

重热带
、

亚热带观赏植物研究
,

桂北以植物所为主
,

偏重亚热带及温带植物的研究
。

研究点的布局
:
观赏植物不

.

同于其它植物
,

也不同于其它商 品
,

它的研究与生产基地都

应集中在交通枢纽点上
,

至少 应在铁路交通线上
,

使它的产品试销 比较好办
,

与外界的联系

比较广泛
、

方便
。

其它单位或研究组愿意在观赏植物方面做些研究
,

也应欢迎
一

与鼓励
,

使早出成果
、

多出

成果
,

扩大应用
。

研究的人多了就会形成气候
,

能够相互学习与借鉴
,

也能开展竞争
,

使研

究领域更加活跃
。

( 4 ) 关于成立某种
“
中心

”
的意见应当慎重考虑

。

如果没有适当的组织机构和得力 的

领导
,

还是以在原有的各个研究组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为妥
,

这样做投资较少
,

管理虽分散
,

但还是比较单纯
,

各组的任务也比较明确
。

2
.

人才建设

有了适当的组织机构
、

适当的投资之后
,

最重要的是为下一步发展准备人才
。

广西搞组织培养的人并不算很多
,

而且涉及的植物种类很广
,

实际力量都不充裕
,

对这些

人员是否有过系统的调查
、

登记? 比如
,

总人数
、

各年龄层人数
、

哪些人将来接替上来
、

哪

些人开拓新领域
,

依年代排列
,

一年年地这些人将要出些什么成果? 补充的梯队和接班人的

计划如何 ? 都应有一大体的
、

规划
。

要选派留学人员
,

’

学习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方法
,

扩大与外

部世界的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
,

这样事业才会逐步兴旺发达
。

就观赏植物方面看
,

近期内比较有可能办的事情
,

有下面两件
:

( 1 ) 应当有人研究和了解广州花市 ( 包括北京
、

上海 )
,

并在此基础上了解香港 的 花

市
,

香港是国际花市的一个重要的贸易点
,

这方面要有人研究
,

或委托园林部门
,

或委托广

西花联
,

总之情况要明
, “

底牌
”
要摸透

,

并不断地指导和修正我们的发展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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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上述情报明朗的情况下
,

制定人员出国培训计划
。

以学习我们的近邻为起点比较好
,

如
:
香港

,

泰国
、

新加坡
。

这儿个地方有许多情况是

和我们接近的
,

如
: ①地理气候比较接近

,

发展花木的种类就比较接近 , ②经济技术水平比

较接近
,

看看人家是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

哪些是关键之点
,

哪些设备是必需的
,

哪些是

可以代替的等等 , ③同是第三世界
,

大多是劳动力 比较丰富的类型
,

华人比例很高的地区和

国家
。

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一批公开资料
,

让准备出国的人在国内学习
、

熟悉一番
,

明确去

那里学什么
,

力争学几样扎实的工夫
,

拿回来就能用
,

这样才能逐步改变面貌
。

学 习不要参

观访问式的
,

那样学不到什么真工夫
。

去个半年或壹年
,

然后回来试试
,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

办
。

总之有许多可学之处
,

我们要了解人家是怎样起步的
,

有哪些经验教训
,

以 免 重 蹈 复

辙
。

晚学不如早学
。

我们要尽快用自己的花卉和装饰植物把城市
、

旅游地打扮起来
,

并争取

早 日出口创汇
。

3
。

打开销售渠道

首先立足于本地和国内市场
,

要有人从事研究了解行情
,

建立联系等等
。

要打开销路需

做的事是很多的
,

归纳起来有下列两方面
:

( 1 ) 引导消费— 大力宣传
,

提高文化艺术修养
,

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
,

使 花 卉
、

装饰

植物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
。

这不完全是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
,

花卉消费市场狭窄
,

是文明程

度不高的表现
。

广州市50 年代生活水平并没南宁市现在的高
,

但是南宁市今天的花卉市场赶

得上广州市50 年代的水平吗 ? 这样对 比可 以看出广州市是有历史渊源的花城
,

尽管生活水平

不算太高
,

但有爱花
、

爱美的传统
,

花卉早已进入了一般人民的生活之中
,

是正常生活的一

部分
,

是和人民的文化穆对豁
、

精神需要相适应的
。

我们发展花卉业要做长期的引导工作
,

辅

以一定的行政措施
,

开展文化业余活动
,

举办赛花会
、

花展
、

花市等
,

这样才有人种花
、

卖

花
,

花卉业才能发展起来
。

再通过广告
、

电视
、

广播电台
、

报纸等广泛进行宣传
,

市容
、

街

道
、

单位处处美化
,

使之深入人心
,

让花卉进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
。

有人买花
,

才会有人种

花
、

卖花
,

花卉业就会发展起来
。

( 2 ) 提高花卉业的劳动生产率
,

大幅度降低花卉的成本 与 售 价
,

使 花 好 、 花 美
,

价

廉
,

人民买得起
,

·

这样就能广开销路
。

三
、

国内植物组织培养研究与生产概况

最近二
、

三年来利用出差顺路
、

采集引种等工作
,

以及参加 1 9 8 5年 9月 《全国第一 届 试

管苗信息技术交流交易会》 等
,

了解到广州
、

上海
、

杭州
、

南京
、

常州
、

北京等地一些单位

的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工作及生产的情况
,

在此作一简略介绍
。

( 一 ) 广州

.1 华南植物研究所 主要研究多种观赏植物及果树等经济作物
,

去年 9月会上展 览 介绍

了地生及气生兰名贵品种
、

铁十字秋海棠
、

四季秋海棠
、

竹节秋海棠
、

球根秋海棠
、

非洲紫

罗兰
、

唐首蒲无毒苗
、

菊花无毒苗
、

水仙无毒苗
、

仙人掌
、

番木瓜
、

花叶芋
、

大岩桐
、

香石

竹
、

百合
、

倒挂金钟
、

非洲菊
、

观赏凤梨
、

美人樱
、

无子西瓜
、

香蕉等近 20 项快繁技术
,

这

些技术他们可 以转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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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在兰科石解属的品种收集
、

组织培养
、

杂交育种等几个方面
,

工作扎实
,

有关技术己经现场鉴定
。

运用石解胚培养的经验
,

在建兰属
、

万带兰属
、

卡德兰

属等 8个属共23 个种及杂交种中也进行了胚培养并获得成功
。

这项工作已有 10 年的基础
。

.3 广东林科所 在林木组织培养方面研究了相思树属
、

按树
、

杉
、

南洋杉等十几种树木

的快繁造林技术
,

并通过鉴定
。

也捎带做了点观赏植物
,

如菊
、

非洲紫罗兰
、

宝中等的组培

研究
。

4
.

广州市园林研究所 主要研究观赏植物
,

如蝴蝶兰
、

非洲紫罗兰
、

菊
、

香石竹等多种

花卉
,

他们资金充足
,

正在扩大规模
。

5
。

广东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 这个所成立于 1 9 8 4年
,

组织培养工作刚刚开始
。

主要组织

培养对象是非洲紫罗兰和菊
,

月季
、

花叶芋等的组培在研究中
。

此外农垦系统的一个检疫站也做些菊等的快速繁殖
。

( 二 ) 杭州

从事的单位有浙江农业大学 园艺系
、

杭州花圃
、

杭州植物园
、

杭州大学等组培
。

主要内

容多为观赏植物如菊
、

月季
、

杜鹃
、

文竹
、

秋海棠
、

海岸红杉
、

香石竹
,

还进行花药培养等
。

( 三 ) 上海

1
.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这是我国开展植物组织培养研究最早
、

力量最强的单位
,

已有

3。余年历史
,

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
,

获得试管苗的植物已有 90余种
,

其中40 余种可 尽大量

繁殖生产
:

无籽西瓜
、

油菜
、

花椰菜
、

石刁柏
、

拘祀
、

薄荷
、

留兰香
、

葡萄
、

罗汉果
、

银星

秋海棠
、

月季
、

金包花
户
兰花

、

花叶芋
、

大花营草
、

杜鹃
、

重瓣矮牵牛
、

菠萝
、

草墓
、

大岩

桐
、

唐营蒲
、

天竺葵
、

香石竹
、

黄金瓜
、

怀地黄
、

倒挂金钟
、

羽衣甘兰
、

红花菜豆
、

蕃茄
、

水仙
、

风信子
、

金鱼草
、

中国石竹
、

茸尾
、

王芋
、

尼 日利亚太阳花
、

万 年 青
、

结 香
、

小苍

兰
、

榆叶梅
、

山麻秆
、

百合
、

木瓜
、

观赏菠萝
、

贝母
、

白企
、

川芍等
,

此外还有粮食及饲料

作物若干种
。

2
。

上海园林植物研究所 主要研究对象是各种观赏植物
,

他们有成套的生产栽培系统
,

有品种资源
,

人员比较集中配套
,

生产能力很强
。

主要生产的品种有各色香石竹
、

各种秋海

棠
、

菊
、

杜鹃
、

兰花
、

花 叶芋等
,

许多常见植物已见于其它单位
,

不再列举
。

这是个研究与

生产结合类型的单位
,

规模较大
,

力量较强
,

建设得也较早
,

是比较有前途和潜力的
。

3
.

上海市农科院园艺研究所 1兜 5年 9月的会上展示了大蒜茎尖培养脱毒的 工 作
,

颇有

成效
。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有人研究棉纤维 ( 在组培条件下 ) 的生长发育等
。

( 四 ) 南京
1

.

江苏省林科所 快繁工作颇有成效
,

如袱树
、

月季
、

草毒
,

其它林木
、

观赏植物也有

一些品种
。

我们曾办了儿届培训斑
,

主要介绍试管苗的种植及栽培方法
,

使种苗的运输
、

推

广等易于为J“ 大花木苗圃经营者学习掌握
。

z’. 江苏省农科院 主要搞葡萄的组织培养研究
,

也兼搞一点观赏植物如秋海棠等
。

3
.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教研组
、

园艺系和南京林学院植生教研组
、

育种教研组都做了一些

组培研究工作
。

4
.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中山植物园 有一个小组研究观赏植物
,

如各种秋海棠
、 倒挂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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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规模不大
,

人员有变动
,

正在重新组建
。

( 五 ) 常州
、

苏州

常州主要是园林管理处五星苗圃
,

他们主攻月季快繁
。

他们与苏州农校
、

江苏林科所三

单位协作
,

月季快繁是做得比较出色的
,

规模也比较大
,

1 9 83 年 7月鉴定时就有达三万 苗 的

现场
。

常州月季苗大量生产销售
,

已有可观盈利
。

苏州农场资金雄厚
,

正在扩大试验规模
。

苏州除月季外还搞有花椰菜
、

红叶李等植物
。

( 六 ) 北京
.

1
.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 该所是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研究的第二个中心
,

拥有人员多
、

力

量强
、

工作面广
,

技术全面
、

配套
,

历史也较久等优点
,

近年来的工作有
: 毛 白杨

、

马铃薯

无毒苗
、

高青篙素无性系筛选
、

甘蔗高糖无性系筛选
、

芦苇抗盐无性系筛选
、

水稻抗盐无性

系筛选
、

拘祀和苹果等胚乳培养
、

风信子试管开花诱导等
,

园艺作 物 的 快 繁 品 种 有
:

山

植
、

樱桃
、

软核密枣
、

无籽西 瓜
、

倒挂金钟
、

双色茉莉
、

重瓣玉替
、

各色菊
、

百合
、

红富士苹

果
、

素心兰
、

铁 线莲
、

矮生伽兰麦
、

花叶芋
、

竹节秋海棠
、

大岩桐
、

非洲紫罗兰
、

瑞香
、

金

边瑞香
、

大花君子兰等等
。

据说这次会上他们的君子兰快繁技术卖给了吉林
,

以独家转让的

形式卖出
,

三万元成交
,

据闻这是本次会上成交的唯一
J

一项技术转让项 目
。

2
.

北京市农科院果林所 近年来繁殖山植
、

无籽西瓜
、

红果
、

草毒
,

樱桃
、

葡萄
、

香石

竹
、

唐首蒲
、

大枣
、

各种秋海棠等等
。

温室设备等条件不错
,

资金充足
,

在发展 上 充满 信

心
,

销售渠道畅通
,

不存在突出困难
。

3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 1仑8 5年 9月会上展 示 了番红花
、

落兰 ( 板

兰根 )
、

木瓜
、

人参和西洋参
、

刺五加等几种植物的组织培养繁殖
。

4
。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
、

微生物所共同解决了唐营蒲花器官培养获得无毒苗的技术
。

5
。

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 场85 年 9月会上展示了石刁柏花药 培养
,

唐曹蒲
、

红雀珊瑚
、

菊花等快速繁殖
。

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展示了花生和核桃的组织培养研究
。

6
。

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吉林市农科所三个单位联合展示了

人参花粉植株和无性繁殖系的研究工作
。

7
。

北京市密云华美园艺公司 这是新建立的苗木工厂
,

培 养 室 面 积 105 m “ ,

现可 生 产

十余种植物的近百个品种
,

是企业性质的单位
,

这次会上销售了一些观赏植物的试管苗
。

( 七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展示了彩纹秋海棠
、

银星秋海 棠
、

香 英 兰
、

君 子

兰
、

兰花
、

长叶乌舌兰
、

金花茶等植物的试管育苗与快繁技术
。 ’

( 八 ) 中国科学院西 北植物研究所 展示了草毒
、

葡萄
、

苹果矮化砧
、

红富士苹果
、

山

植
、

百合
、

华山参等快繁成功的图片
。

( 九 ) 天津市园林绿化研究所 红叶秋海棠
、

菊
、

月季等三种植物的快繁技术
。

( 十 )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梨果树研究所 展示了苹果优 良品系
—

短枝型金冠— 唐

短金的试管繁殖情况
。

( 十一 )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展示了玉米胚性细胞的无性系繁殖
。

( 十二 )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展示了甘蔗
、

渺锣
、

兰花三种植物的快繁技术
。

( 十三 ) 贵州农学院林木花卉组织培养研究组 展示了菊
、

非洲紫罗兰
、

倒挂金钟等三

种植物的快速繁殖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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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 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

制种
,

年增殖 6 1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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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蕃茄杂交一代的无性系快速繁殖
,

无需年年杂交

( 十五 ) 甘肃农业大学 展示了葡萄快繁技术和玉米花药胚性细胞无性系快繁
。

在这次

会上葡萄试管品种卖 出了 1 0助多元
,

先锋品种卖15 元一苗
,

一个瓶子就好几 十 元
。

他 们 在

今年春季的社队企业技术商品交易会上做成了 23 万元的交易
,

使课题研究获巨大 的 推 动 力

量
。

此外有些单位提供了交流资料
:

江苏农学院
: “

杜鹃的组织培养
”

黑龙江林科所
: “

黄波樱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

安徽农科院园艺所
: “

葡萄顶端分生组织培养及其突变体形成的研究
” , “

通过组织培

养选择羽衣甘兰突变体的研究初报
”

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
: “

玉米雌雄幼穗组织再生和胚性细胞无性系研究
”

河南省林科所
: “

泡桐组织培养简介
”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各种植物的快繁技术已引起各地的重视
,

研究机构和人员增加很快
,

搞成功的植物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

说明这技术在未来与现实的生产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

某些单位
、

某些地方也作出了很大成绩
,

有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

在对植物生长
、

发育
、

形态

建成
,

胚状体形成
、

脱除病毒等研究方面也都有许多进展
,

这些方面我们应很好学习
,

并安

排机构和人员进行研究
。

附录
:

通 过 组 织 培 养 无 性 繁 殖 的 花 卉 作 物

A l s t r o e m e 分i a

六出花 H y a e i n t五u s o r i e n t a l i s 风信子

A m a r y l l i s 朱顶红 I r i s x i p h i u m 西班牙龙尾

A m m i 也 a
j
u s 大阿米 I r i s h y b r i d 鸳尾杂种

,

A n e m o n e e o r o n a r i a 咎粟秋牡丹 L i l i u m e a n d i d o m 纯白百合

A n t h u r i u m a n d r a e a n u m 哥伦比亚安祖花 L
.

l o n g i f l o r u m 姗香百合

A n t i r r h i n u m m a
j
u s 金鱼草 L

.

s p e c
i o s u m 鹿子百合

B e g o n i a x e h e i m a t h a 秋海棠一种 L i m n o p h i l a e h i n e n s e s

B
·

x h e i m a l i s 秋海棠一种 M a e l e a y a e o r d a t a 博落回

C h r y s a n t h e m u m m o r i f o l i u m 菊 M e s e m b r y a n t h e m u m f l o r i b u n d 住 m

C y e l a m e n p e r i e u m 仙客来 日中花属

D i a n t h u s e a r y o p h y l l u s 香石竹 N a r e i s s u s s p
.

水仙属

E s e h s e h o l t z i a e a l i f o r n i e a 花棱草 N a u t i l o e a l y x l y n e h i i

E u p h o r b i a p u l e五e r i m a 一品红 N e r i n e s P
.

尼润属

F声
e e o i 。 s p

.

小苍兰 N i g e一l 。 d a m a s e e 。 。 黑种草

G e r b e r a j a m e s o n i i 非洲菊 N
.

s a t i v a 家黑种草

G l a d i o l u s s p
.

唐曹蒲属 o r n i t h o g a l u m t h y r s o i d e s

H e l o rn i o p s i s o r i e n t a l i s 东方胡麻花 好望角虎眼万年青

H e m e r o c a l l i s s p
.

聋草属 p e l a r 琴o n i ` nI b o r t o r u m 天竺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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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t unia h yb rid a 矮牵牛

P
.

i nf la ta 膨大矮牵牛

p
.

p a rvi f la o r小花矮牵牛

P h a rb i ti n si l

P h le xd u rm m o nd i i福祥考

P l um b a g e i nd ie a 印度蓝茉莉

P o rt ula e a g a n rd i f l o ra 半枝莲

R a n n ue ul u se e sle ra t u s
石龙苗

R h od od e rd ro n sp
.

杜鹃属

R o` a sp
.

蔷薇属

S a i n tP a ul ia ia o n n th a

S a lP i` 1 05 5 1 5 sia n uta

5 i n nig ia sP e e ia o s

S p 俘 t五 op h yl l um sp
.

S t re P te oa rP a s

T o re nia f o u rnie ri

T ulP ia g e sne ria a n

T
.

sp
.

V ib n u u rm le n ta g o

非洲紫罗兰

大岩桐

好望角芭苔杂种

兰猪丑

郁金香

英迷属一种

通 过 组 织 培 养 繁 殖 的 观 叶 植 物 和 旅 类 植 物

d Aia n ta m e a ne a t um 铁线获属

Ae e h n te a fa e sia ta

Ag le e o nm a sp
.

亮丝草属

l A: oP h i la a u sta rl i s南方秒锣

An re P e l oP te ri sP o rf i le a r星毛肤

An t五 u ri um e ry sta l l i n un r晶状安祖花

AsP a a rg u sP l um o su s文竹

Asp id i um sp
.

铁角旅

Be g o oia ro x毛叶秋海棠

C a la d i um sp
.

花叶芋属

C e ra toP te ri sP te rid oid e s

C ole u sb l认m e i洋紫苏

C o rd yl ie n te rm ia nl i s铁 树

C ryp ta n t五 u s sp
.

C ye l o so u s rd e n ta t u s毛联属

D a a vl l ia t re e h om a n oid e s
骨碎补属

D ie k o n sia sp
.

蚌壳旅属

D ie f fe nb a e h ia sp
,

花叶万年青属

D r a e a e n a d e r e m e n s i 。 龙血树属

D
.

g o d s e f f i a n a 龙血树属

D
.

m a r g i n a t a 金边龙血树

D r y o p t e r i s f i l i x m a s 绵马

F i
e u s b e n j a m i n a 丛毛垂枝榕

F
.

e l a s t i e a 花叶橡胶榕

F
.

行 ar at 大头羽裂叶榕

G u z m a n i a s p
.

果子蔓属

M i e r o g r a m m a v a e e i n i i f o l i a

M i e r o l e p i a s t r i g o s a 铁盖旅属

M o n s t e r a d e l i e i o s a 龟背竹

N e p 五r o l e p i s e x a l t a t a 肾燕属

O s m u n d a e i n n a m o m e a 紫其

P e l l a e a r e t 认。 d i f o l i a 圆叶早旅

P e p e r o . i a s p
.

豆瓣绿属

P h i l o d e n d r o n s o l l o u m 黄桑

P l a t y e e r i u m s P
.

P e l y p o d i u m a u r e u m 金黄水龙骨

P o l y s t i e h u m s p
.

三叶耳属

P t e r i s e r e t i
e a ’

凤尾蔗

S e i n d a P s u s a u r e u s 绿萝

S y n g o n i u m p o d o p五v l l u m

V r i e s i a s p
.

花叶兰

W o o d w a r d i a f i m b r i马t a 狗脊属

X a n t h o s m a s P
.

通过组 织培养繁效的多汁植物和风景观赏植物

A r a l i a s p
.

才忽 木

A s e l e P i a s e r u a s s a v i
e a 马利筋

B o o g a i n v i l l e a g l a b r a 叶子花

B r y o p h y l l u m d a i g r e m o n t i a n u m

大叶落地生根

C h e i r a n t h u s e h e i
r

桂竹香

C l e r o d e n d r u m t h o m s o n i a e 龙吐珠

C r a m b e m a r
i t i m a 海甘兰

C r a s s u l a a r g e n t e a 银青锁龙

C y e a s e i r e i n a l i s 卷圈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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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a a n ne h u mv i oe e t ox ie u m

D iz y g ot h e e ae le ga nt i s si rna线叶假栖木

Fu re a re a g iga nt e a

Ha wo rt五 iv a a rie gat a采斑十二卷

H
.

p la nif o lia平叶十二卷

H
.

t u r彭 d a膨胀十二卷

I le e x g牡 f i o liu也 构骨叶冬青

Jat o r ph a pa nd u re af o lia琴叶麻风树

K a la ne h oe pia n nt a落地生根

K
.

t o me nt o se绒毛落地生根

Le e ae oe e ie a n深红火简树

Li ri o pe s p
.

麦 冬

M a扭 111 a ria贫 o od si i木银花球

N a nd ia nd o me st ie a南夭竹

N ot e a oe t u s sP
.

O ph i o p么 o n, p
.

沿阶草属

P a s s i f l o r a e a e r 认 l e a 西番莲

P e r g u l a r i a m i n o r
·

夜来香

P i t t o s p o r u扭 s p
.

海桐花属

P o l y s e i a s p
`

南洋参属

S e h e f f l e r a s p
.

鹅掌紫属

s e d u m t e l e p h i u m 紫花景夭

S e l a g i n e l l a , i l d e n o v i i 卷柏属

T 吐 p i d a n t五 u s e a l y p t r a t u s 多蕊木

T y l o P h o r a i n d i e a 印度娃儿藤

W e g e l a 锦带花杂种

Z a m i a i n t e g r i f o l i a 全缘叶泽米

以上植物组织培养成功的名录摘译自第四届国

际植物组织培养大会论文集 :

T r e v o r d T h o r P e ( e d )
,

19 78 :
F r o n t i e r s

o f P l a n t T i s s u e C u l t u r e ( T h e I n t e r n a 一

t i o n a l A s s o e i a t i o n f o r P l a n t T i s s u e

C u l t u r e ) E e o n o m y B o o k B i n d e r y C o
.

L t d
,

C a l g a r y
.

P
.

15一 26 : T
.

M u r a s h三g e ,

T h e I m P a e
t o f P l a n t T i s s u e C u l t u r e

o n A g r i e u l t u r e
.

由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 B
。

V
。

C o n g er 博士主编的 《用离体技术无 性 繁 殖农业植物》

( C l o n i n g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P l a n t s V i a i n V i t r o T e e h n i q u e s ) 一书中所#lJ 的
,

通过组织培

养繁殖的观赏植物
.

单子叶植物

A g a v a e e a e

A g a v e s P
.

C o r d y l i n e t e r rn i n a l i s

C
.

b a n k s i i

D r a e a e n a d e r e边 e n s i s

D
.

g o d s e f f i a n a

F u r e r a e a g i g a n t e a

S a n s e v e r i a t r i f a s e i a t a

Y u e e a s P
.

A m a r y l l i d a e e a e

H i p p e a s t r 仁m h y b r i d u口

H
,

咨 p P ( A 也 a r 了111 5 s p P
.

)

N a r e i s s u s b i f l o r u s

N
.

t r i a n d r u s

N
.

s P
.

N e r i o e o
P
甲

龙舌兰科

龙舌兰 (属 )

铁 树

班克氏铁树

龙血树属一种

龙血树属一种

A r a e e a e

A n t五u r i u m a n d r a e a n u m

A
.

s e h e r z e r i a n u m

D i e f f e n b a e五i a P i e t a

P 五i l o d e n d r o n l a e e r u m

P
.

o x y e a r d i u m

P
.

s p
.

S e i n d a P s i s a u r e u s

S p a t 五i p五v l l u m a u r e u s

5
.

e l e v e l a n d i i

S y n g o n i住 tn p o d o P h y l u m

B r o tn e l i a e e g e

A e c h 扭 e s d i s t i e
五a n t h a

A
.

f a s e i a t a ,

A
.

h y b r i d

A n a n a s e o m o s u s

C r y p t a n t h u s b i , i t a t t u s ,

夭南星科

哥伦比亚安祖花

安修里帛属一种

花叶万年青

喜林芋属 一 种

绿萝

石蒜多种

二花水仙

西班牙水仙

水仙一种

尼润一种

凤梨科

菠萝

C
.

s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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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y P t b e r g i a m e a d i i

D y e k主a su1P h ur e a

G uz m a n i a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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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荻克

果子曼属一种

I r i d a e e a e 茸尾科

F r e e si a sp
.

小苍兰属一种

F
.

五y b r i d s小苍兰属杂种

G la d i o l u sho r t ul a n s唐曹蒲

G
.

sp
.

唐菌蒲属一种

I r i sho l l a n d i e a 荷兰莺尾

1
.

P s
.

鸳尾一种

Ne o m a r i
e a c o e r ul e a 新马瑞卡属一种

S e hi z o st 了 l u se o e e
i n e a

红裂柱莲

S Pa r a x i sb i e o l o r bv hr i d s裂缘莲属

Li l i a e e a e 百合科

Al o e p r e t o r i
e n si

s

芦荟属

A sp a r a g u sm y r i o e l a d u s松叶天冬草

H a w o r t hi a a n g u st i fo l i a 十二卷属

H a t r o fu se a

H
.

e 五 l o r a e a n t ha

H
.

m a ug ha n i i

H
.

m i r a b i l i s

H
.

r e t a u s

H
.

t r n ue a t a x H
.

se t a t a

H
.

t r ug i d a

H
.

v a r i e g a t a ,

H
.

s p p
.

H e l o n i P s i s o r i e n t a l i s

H e m e r o e a l l i s s p
.

查草

H o s t a d e e o r a r a 纯叶玉管

H了 a e i n t 五u s o r i e n t a l i s 风信子

H
.

h y b r i d s 风信子属
`

L i l i u m a u r a t u m 天香百合

L
.

c a n id d u m 纯花百合

L
.

l e i
e 五t l i n i i

L
.

l o n g i f l o r u m 廖香百合

L
.

r e g a l e 王百合

L
.

s p e e i o s 任 m 鹿子百合

L
.

s p , L
.

五y b r i d s

M u s 。 a r i b o t r y o i d e s 葡萄寮香兰

o r n i t五o g a l u m t h y r s o i d e s

好望角虎眼万年青

S e i l l a : i b i r i e a 西伯利亚绵枣儿

双子叶植物

A r a l i a e e a e 五加科

H e d e r a il e l i x 洋常春藤

A s t e r a e e a e 菊科

C h r y s a n t h e m u m e i n e r a r i a e f o l i认 m

除虫菊

C
.

m o r i f o l i u m 菊

C
.

S p
,

C
.

b o r e a l e 工 j a p o n e n s e

D a 五I i a p i n n a t a 大丽花

G e r b e r a j a m e s o n i i 非洲菊

G
.

s P
.

G y n u r a s a r m e n t o s a 土三七属

B a l s a 也 i n a e e a e 凤仙花科

I m P a t i e n s “
p i n k i n i n i

”

风仙花

B e g o n i a e e a e 秋海棠科

B e ` o n i a x e h e i m a n t h a 秋海棠属

B
.

e v a n s i a o a 秋海棠属

B
.

x e h i e m a l i s 冬花秋棠属

启
·

m u lt if lo r a 多花秋棠属

B
.

er 二 毛叶秋海棠

B
·

s o e o t r a n a ,

B
.

s u t h e r l a n d i i

B
·

t e u s c h e r i盆 e o e e i n e a

B e r b e r i d a e e a e 小栗科

N a n d i n a 。 .P 南天竹属一种

B r a s s i e a e e a e
+ 字花科

C h e i r a n t h u s e h e i r i 桂竹香

I s a t i : t i n e t e r i a 落
`

兰 (板兰根 )

L o b u l a r i a 血 a r i t五i边 a 香雪球

C a e t a e e a e 仙人掌科

C il a m a e e e r e u s s y l v e s t r i i

葫芦拳 (金牛掌 )

E p i p h了l l u过 g r a n d i f l o r a

E
.

h y b r i d

H a t i o r a s a l i e o r n i o d e s

H y l o e e r e u s e a l e a r a t u s

L o b i v i a b i n g h a 也 i a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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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m m i l l a r i a e l o n g a t a银毛球属

M
.

w o o d s i i木银花球

M y r t i l l o e a e t u s g e o m e t r i z a n S

O p u n t i a b a s i l a r i s (仙人掌属 )揭 毛 掌

o p u n t i a p o l y a e a n t h a仙人掌属

P s e h y e e r e u s p r i n g l e i

P e r e s k i a a e u l e a t a虎刺 (5 5属 )

R h i P s a l i s t e r r e s

S e h l u m b e r g e r a b r i d g e s i i蟹爪属

S
·

g a e r t n e r i

S e l e n i e e r e u s g r a n d f f l o r u s

(月光掌属 )大轮柱

W e b e r o e e r e u s b i o l l e y i

C a r v o p h y l l a e e a e

D i a n t h u s e a r y o p h y l l认 s香石竹

G y p s o p h i l i a p o n i e u l a t a丝石竹

C o n v o l v u l a e e a e旋花科
e o n v o l v u l u s a r下 e n s i s田旋花

P h a r b i t i s n i l牵牛花

C r a s s u l a e e a e景天科

C r a s s u l a s p
.

青锁龙属

E o h e v e r i a e l e g a n s拟石莲花

K a l a n e h o e b o s s f e l d i a o a高凉荣属

K
.

s P
.

S e d u m t e l e P h i让 m紫花景天

E r i e a e e a e杜鸿花科

R五 o d o d e n d r o n s P
.

杜鹃花属

E u p h o b i a e e a e大戟科

A e a l p h, a , ` Ik e s ` a n a 红辫
E u P h o b i a P u l e h e r r i m a 一品红

F a b a e e a e 蝶形花科

C l i a n t h u s f o r口 o s u s 烟花豆属

G e r a 红 i a e e a e 牛龙牛儿苗科

P e l a g o n i u m a d e i f o l i“ m 天竺葵属

P
.

e a p i t a t u m 头状天葵属

P
.

cr i s p u m 大皱叶竺葵属

P
.

d o m e s t i e u n 骤瓣竺葵属

P
.

d o皿 e s t i e u m 义 P
.

d e n t i e u l a t u m

蝶瓣竺葵属 x 小齿天竺葵属

P
.

g r a v e o l e n s

香叶天竺葵属

p
.

x h o r t o r u m 天竺葵杂种

P
.

p e l t a t u m 盾叶天竺葵

P
.

p e l t a t u m P
.

: o n l a e h y b r i d s

马蹄纹竺葵杂种

P
.

z o n al e 马蹄纹夭竺葵

G e s n e r i a e e a e 苦芭苔科

C五i r i t a s i n e n s i s

E P i s e i a e u p r e a t a

E
.

d i a n t h a f l o r a

E P i s e i a w i l s o n i i

K o h l e r i a a m a b i l i s

N a u t i l o e a l y x s P
.

S a i n t p a u l i a i o n a n t h a 非洲紫罗兰

S i n n i n g i a s p e e i o s a 大叶大岩 闹

S t r e p t o c a r p u s n o b i l i s 好望角芭苔属

5
.

x y b r i d u s 好望角芭苔杂种

H a e m o d o r a e e a e

A n i g o z a n t h o s f l a v i d u s

A
.

m a n g l e s i i

M a e r o P i d i a f u l g i n o s a

L a b i a t a e 唇形科

C o l e u s b l u m e i
.

锦紫苏属

M e n t h a v i r i d i s 留兰香

L e n t i b u l a r i a e e a e 狸藻科

P i n g u i e u l a 皿 o r a n e s i s

L o g a n i a e e a e 断肠草科

B u d d l e i a d a v i d i i 大叶醉鱼草

M o r a e e a e 科

F i e u s l y r a t a 榕属

N y c t a g i n a e e a e 紫茉莉科

B o u g a i n 丫 i l l e a g l a b r a

o l e a e e a e 木择科

F o r : 了 t五i a s p
.

连翅属

P a p a v e r a c e a e 罄粟科

E s e五s c五o l z i a e a l i f o r n i e a 花校草

P a o s i f l o r a e e a e 西番莲科

P a s s i f l o r a e a e r u l e a 西番莲

P
.

e d u l i s 鸡蛋果

P
.

f o e t i d a 龙珠果

P
.

m o l l i s s i m a 毛叶西番莲

P
.

s u b e r o a

P i p e r a e e a e 胡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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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Pe roi n ra e a Pe ra ta

P
.

l ongi f oli a

Pi pe n r ug r um

l Pumb a gi na e e a e

Pl umb a g oi ndi e a

Pole m oni a e e a e

P五 lx od r um扭 ondi i

P
.

Pa ni e往 la ta

P
.

5 妞 b住 la ta

Po r t ula e a e e a e

Po r t让 la e a g o ra ndi f la o r

Ra ne n u ula e e a e

Ane m n oe e n o o ra ri a

C le ma n ti s血 on ta a n

Ni g e l la a s ti a v

Ro sa e e a e

Ro sa hy b ri a s

R
.

S P
.

S a盆 i f a rga e e a e s P
.

S e ro P五 ula ri a e e a e

An ti r rhi n u山 ma
j

us

豆瓣绿属

胡椒属

白花丹科

印度蓝茉莉

花葱科

福禄考

天蓝绣球

丛生福禄考

马齿览科

半枝莲

毛莫科

婴粟秋牡丹

山铁线莲

家黑种草

蔷薇科

月季

蔷薇属一种

虎耳草科一种

玄参科

金鱼草

Li m o o phi li a e hi e n n si s中华石龙尾

Li na ri a 丫 ulga ri s柳穿鱼

M a z us Pomi l us

T e o rni a f o往 roi e ri 兰猪耳

V e rb a se n ut五a p s s u毒鱼草

S ola a ne e a e 茄科

pe t uni a x hy b ri da 矮牵牛杂种

P
.

i nf la ta 膨大矮牵牛

P
.

Pa o rdi i

P
.

Pa r vi f l o ra

Phy a sli a pe r u vi a na 灯笼果

S a l Pi g l o s si s si na uta

S ola n umd ule a ma ra 千年不烂心

S
·

ni g r妞也 龙 葵

本名录参考书为
:

B
·

V
·

C n og e r(E di to r)
,

198 1 ; C l o n i o g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P l a n t s V i a i n V i t r o T e 一

e h n i q u e s
.

C R C
.

P r e s s ,

I n e
.

B o e a , R a t o n ,

F l o r i d a
.

P
.

2 3一3 3
·

以上名录中的植物其具休文献
,

在该书中有文

献目录
,

可以查找
。

植物原生质体培养与遗传操作

何 若 天

( 广西 农学院 )

一
、

植物原生质体培养和细胞融合的一些进展

19 6。年
,

E
.

C
.

C 。 。 k in g用酶法从高等植物细胞中分离得原生质体
,

为高效地从 高 等

植物中分离原生质体打开 了局面
。

迄今已能从几乎所有的植物薄壁细胞中分离得生活的 原 生

质体
,

并对种类 日渐增多的植物原生质体进行培养
。

据不完全统计
,

迄今世上 已能使近百种植

物由原生质体培养成植株
。

在我国
,
除早年已由胡萝 卜

、

燕草和矮牵牛等原生质体再生植株外
,

近年对园艺
、

药用
、

经济植物和禾谷类植物的十个科约魏种植物
,

用原生质体培养物再生 了 植

株
、

例如
,

蔬菜植物中有蕃茄
、

结球甘蓝
、

油菜
、

黄瓜
、

葛昔
、

洋葱
、

茄子
、

马铃薯等
;
药用植 物有川

芍
、

洋地黄
、

怀地黄
、

当归
、

黄果蕃茄
、

龙葵等 ,经济植物有黄花葵草
、

长花葵草
、

粉蓝势草等 , 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