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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 &# 年来，基因工程研究在机理、酶的纯化及基因分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

些成就已广泛用于花卉产业，并在花卉改良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效。本文详细介绍了基因工

程用于改良花型、花期和货架期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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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传统育种技术对现代花卉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目前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

远缘杂交亲和性差，难于打破生物物种的限制，周期长，某些优良性状难以保持（包满

珠，&KKL）。不断成熟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为现代花卉育种带来了全新的思

路，优越性日益凸现，不但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且可有目的改良某些性状，提高了效

率。&KML 年，由 N;>;? 等获得了第一例改变花色的转基因矮牵牛（N;>;? 等，&KML），标志

着花卉分子育种时代的到来。目前许多主要观赏植物已建立了遗传转化体系，获得了一批

转基 因 花 卉，如 矮 牵 牛（ 5*)"#%.）、香 石 竹（ 6%.#)1"(）、草 原 龙 胆（ 7"()+$.）、菊 花

（6*#48.#)1*$.）、百合（9%:%"$）、玫瑰（;+(.）、郁金香（0":%<.）、非洲菊（=*8>8.）（N2A
等，&KKM；68 等，&KK&；)14-14; 等，&KK"；O2P.4=24 等，&KKQ；RA2C11 等，&KKQ；I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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