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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绿化建设中，花卉属于重要草本植物，观赏价
值较高，花卉需求量持续提升。花卉组织培养，是在无菌
环境下，采用人工配置培养基，培养植物器官、细胞、组
织，此种培养方式属于新型繁殖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绿化
工程中。花卉组培育苗技术研究力度大，然而产业化发展
效果不佳，需要深入探索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应用。

一、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意义
城市现代化建设发展中，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

题，花卉能够增添绿化景观情趣，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活环
境。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花卉供应的需求，需要实现花卉产
业化发展。促进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发展，能够满足
时代发展要求。按照相关统计可知，多数花卉都是采用自
配育苗技术获得，例如香石竹、月季和菊花等。此外，花
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发展，可以满足科研模式发展趋
势，朝着需求型方向发展。在农业科技成果中，科技成
果转化率较低，特别是生产环节出现问题，无法及时处理
和解决问题时，就会出现科研模式不合理问题，此时需要
将科研模式转变为需求型，综合考虑市场需求、生产条件
等，将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全面满足市场发展需求。
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发展，满足需求型科研模式要
求，科研生产操作时，关注市场营销重要性，确保科研和
生产结合在一起，确保研究、生产间的良性循环。

二、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应用的影响
（一）过程复杂，成本高
培育过程复杂度高，成本支出大，科研成果无法实现

产业化发展。组培生产属于持续性过程中，因此成本要求
较高，涉及较多环节内容，其他因素不良影响明显。变化
因素比较多，到时产品无法批量化生产，无论哪个环节发
生问题，都会对整个操作过程造成影响，从而危害企业信
誉度，降低生产效益。此外，我国科技人员并不太重视科
研成果，且产业化发展方向模糊，多数学者不重视成果转
化，没有把控好市场需求方向。科研主管部门，在初期基
础研究中投入大量经费，导致中试投入、产业投入比较
少。但是发达国家与我们做法不同，在初期研发、生产试
验、实验研究上，费用投入比例为 1 ∶ 10 ∶ 100，致使我
国组培育苗产业化发展影响比较大。

（二）发展起步晚，速度快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生物、植物技术起步晚，然而

整体发展速度快，在 20 年时间内提升花卉组培技术水平，
同时可以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国家支持
下，市级、省级、县级单位，设置植物、生物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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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同时在高校内设置研究专业、高校、研究所、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在花卉组培经营生产中，合理应用学习及研
究成果。在临海地区，实现花卉组培育苗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显著提升生产速度，且多个地区定期举办花卉展，
有助于促进种植技术交流，建设良好的城市形象。

三、花卉组培育苗技术的产业化应用要点
（一）外植体接种
将地上部分作为外植体，植株置于太阳下晾晒。地下

部分作为外植体时，使用自来水清洗材料，将其置入灭菌
净（0.05% ～ 1%）内浸泡，时间控制在 10h。通过预处理
技术，可以提升接种获得率。外植体消毒，多应用双重消
毒技术，消毒剂多为乙醇（70%）、升汞（0.1%），消毒时
间通常为 8 ～ 10min。

（二）生根培养
花卉组培生根方式如下：第一，继代培养操作时，既

可以分化出长出芽，也可以长出根，例如红帝王、紫罗兰
等花卉品种，极易出现上述问题。第二，将单芽接种在生
根培养基上，培养时间为 15d，芽基部形成根原基，可以
生长出根系，例如玫瑰、月季、花叶榕等。花卉组培生
根，需要培育完整、健壮小苗。

（三）配置营养基质
花卉组培苗移栽基质要求严格，对保水性、透气性物

理结构要求高，少带微生物、杂草种子。通常使用珍珠
岩、泥炭土、椰糠蛭石物质配制，甲醛消毒处理后，装入
到苗筛中使用。

（四）组培苗移栽
移栽操作之前，组培苗搬离培养车间，做好 7d炼苗处

理，以此适应大棚气候。在移栽操作时，使用清洁清理苗
木根系培养基，种植于苗筛中。按照苗筛大小，对株行距
种植予以规范，实现集约化管理。完成种植操作后，送入
管护区保湿处理。

（五）小苗管护
小苗成活之后，在叶面喷洒肥料和营养剂，以此促进

苗木生长，定期喷洒防病害药物，基于防护原则。种植车
间实现分品种、分规格管理，对种植区温湿度、光照进行
控制，便于施加肥料、喷洒药物等。

四、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应用对策
（一）完善产业化配套技术与设施
优化完善产业化配套技术，可以实现花卉组培育苗技

术产业化发展。技术人员在工作实践中，综合分析培养
室环境、操作环节等，避免污染培养基，导致花卉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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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优化完善花卉组培育苗设施，应当建设培养基配
置车间、组培苗种植车间、无菌工作车间等。培养基配置
车间，注重玻璃器皿蒸馏水提取，同时做好母液配置、消
毒灭菌处理。在建设培养基时，注重分离操作，检查下水
管道，确保其处于通畅状态，使污水以最快速度排出。同
时，在培养基配置车间中，安装通风装置，确保车间环境
干燥。在无菌工作车间，确保室内环境明亮、干燥整洁，
具备良好透气性，且车间内微尘量小于标准值。当前，无
菌操作车间微尘量标准值为每升 2400 粒。在设计组培苗种
植车间时，推广应用塑料大棚、瓦面大棚，联合花卉种植
实况，维护材料使用效果。

（二）制定方案计划
实现产业化生产，涉及品种、产量计划，优先选择市

场畅销品种，避免品种不适宜，导致种苗滞销问题。生产
建设之前，做好市场调查分析，科学把控流行状态。引进
国外优良品种，做好试种与筛选处理，示范推广优质品
种。企业单位选择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具备自主权的品
种。制定品种生产计划，按照品种生产特点，联合组培难
易度、过渡培养时间、增殖系数等，明确打芽进种时间、
繁殖进度。

（三）降低花卉组培育苗成本
在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中，合理调配资金，维护资金投

入合理性，以此实现产业化发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高
经济效益。通过相关调查可知，我国花卉组织培养成本消
耗，多表现在器材费用、试验材料、人工费用、水电费用
方面，且水电费用、器材费用占据成本 50%以上。为了使
生产成本降低，应当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注
重宣传节约意识，建设标准化奖惩措施，降低企业水电费
用开支情况。此外，企业派遣技术人员检修设备，全面发
挥出设备机械作用价值。

（四）提升科研人员综合素质
科研人员综合素质，对花卉组培育苗技术产业化发展

影响较大，采用科学化措施，全面提升人员技能素养。企
业定期组织科研人员参与教育培训，在培训操作期间，建
设无菌繁殖材料，同时做好芽孢增值、生根培育等操作。
完成培训后，建设考核机制，检验培训结果，同时联合考
核制度、奖惩制度，发挥主动性与参与度，以此保障教育
培训活动实施效果。

（五）提升市场运转效率
注重提升市场运转效率，全面做好市场调研工作。按

照调研报告，选择需求量大、市场储备量较少的品种。为
了满足消费者需求，优先选择高品质花种，加强花卉品
质。可以通过试管苗生产性能示范，确保用户认识到品种
优势。研究人员、生产人员基于市场导向，做好横向联
系，同时做好市场信息交流，提供优质的苗木售后服务，
加大技术教育与培训效果，避免出现产销脱节问题，实现
组培苗木产业化发展，推广应用快繁生物技术。此外，在
提升市场运转效率时，注重宣传优良品种、新品种，提升
普及率。同时，注重实施节流方案，资本节约率高达 8%，
同时将资金注入到企业中，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生产期
间，科研人员注重成果转化，加快技术产业化发展速度。
基于互联网时代，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络平台、媒体
传播等方式，扩大优良品种、新品种影响力，缩短产品占

领时间。
（六）落实组织管理措施
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技术与管理属于重要核心。快繁

技术在常见作物上，基本实现产业化生产，且经济效益显
著。花卉快繁生产，对生产技术要求高，基于品种、计划
角度，关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相关问题。基于制度层，
制定标准化管理程序，加大技术培训力度，提升生产效
率。为了加强操作质量，针对品种差异大、组培生产、易
出错问题，落实专人予以处理，合理应用前期诱导、配置
培养基、过渡移栽方式。按照品种与种类，将操作任务落
实到个人，以此提升效率与质量。花卉种苗快繁生产，必
须制定详细的计划方案，落实科学化组织管理措施，以此
促进花卉领域生存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实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花卉组培育苗技

术产业化应用，已经成为绿化部门关注热点。掌握花卉组
培育苗技术要点，分析技术应用现状，优化完善产业化配
置技术，使花卉组培育苗成本降低，同时提升科研人员技
能素养，加强市场运转效率，以此实现花卉组培育苗技术
发展，为绿色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带动花卉种植技术的绿
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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