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茶是山茶属渊Camellia冤植物中种子含油率较高树种

的统称袁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袁油茶与油橄榄尧油棕尧
椰子并称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1-2]遥海南将本地的油茶

果称为野山柚冶袁其茶籽油称为野山柚油冶袁山柚油具有广泛的

用途与神奇的功效袁被海南人民视为珍品[3]遥同时袁油茶林是

良好的生态林袁油茶也是农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尧精准扶贫的

重要经济作物袁发展海南油茶产业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尧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遥大陆省份袁油茶栽培最多的物种是普

通油茶渊Camellia oleiferaAbel冤袁海南种植的主要是越南油茶

渊Camellia vietnamensis T. C. Huang ex Hu冤遥越南油茶主要分

布在海南省尧广东南部以及越南尧老挝等地袁也称为陆川油

茶袁民间俗称高州油茶尧大果油茶尧白花油茶遥
海南油茶虽然种植历史悠久袁但在品种选育尧良种繁

育尧丰产栽培和加工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袁组织培养

对油茶优良种质资源快速繁育和保存尧生物技术育种等方面

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袁对油茶产业的发展影响巨大遥前人

对普通油茶的组织培养进行了大量研究[4-5]袁以生长在海南

的越南油茶为研究材料的很少遥本文以热研 2 号油茶优良

无性系为材料袁开展了越南油茶促愈伤组织分化和促进发

芽生根组培体系的研究[6]袁为海南本地油茶优良单株再生体

系的建立奠定基础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来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油茶研究中心油茶

种质资源圃渊海南文昌冤袁为油茶优良无性系热研 2 号渊良种

编号院琼 R-SC-CO-005-2017冤优树遥
1.2 试验方法

1.2.1 外植体处理遥于 2017 年 4 月袁采集长 10耀25 cm 的油

茶枝条带回实验室袁取长 1.0耀2.0 cm 的顶芽或腋芽袁置于流

水下冲洗 1 h 备用遥
1.2.2 外植体接种遥将冲洗后的外植体置于无菌超净台上袁
先用 75%酒精快速灭菌 10 s袁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3 次袁接
着用 0.1% HgCl2 消毒 2 min袁用无菌水冲洗 3 次袁再用 0.1%
HgCl2 消毒 3 min袁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5 次后接种于愈伤诱

导培养基上进行培养遥诱导发芽发根时袁在无菌条件下将

诱导出的愈伤组织进行转接遥
1.2.3 培养条件遥培养基中琼脂为 7 g/L遥培养基用 1 mol/L
NaOH 或 HCl 调节 pH 值为 5.5耀6.5袁在恒温 120 益和恒压

1.1 个大气压下消毒灭菌 20 min遥培养室温度渊25依3冤益袁光照

时间 12 h/d袁光照强度 2 000 lx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油茶愈伤组织诱导成功率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就不同基本培养基类型的诱导成功

相比较袁WPM 基本培养基不同配方的愈伤诱导成功率平均

值为 96.74%袁而 MS 基本培养基不同配方的愈伤诱导成功率

平均值仅为 77.11%曰从诱导效果看袁WPM 基本培养基诱导的

愈伤组织数量多袁增殖系数大渊图 1a尧b冤遥综合比较各配方因

子的具体诱导效果袁其最优的促进愈伤分化的培养基配方

为以 WPM 为基本培养基袁其他因子组合为 6-BA 2.0 mg/L+
NAA 1.5 mg/L+Silwet L-77 0.05%遥

2.2 不同培养基对油茶发芽生根诱导成功率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就不同基本培养基类型的诱导成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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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海南本地油茶优良品种热研 2 号的嫩芽为外植体袁开展了油茶组培体系建立的研究遥结果表明袁促进愈伤组织分化形成的最
优条件是以 WPM 为基本培养基袁其他因子组合为 6-BA 2.0 mg/L+NAA 1.5 mg/L+Silwet L-77 0.05%曰促进发芽及生根的最优条件是以 WPM
为基本培养基袁其他因子组合为 6-BA 2.0 mg/L+NAA 0.8 mg/L+蔗糖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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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培养基 6-BAmg窑L-1
NAAmg窑L-1

Silwet L-77% 愈伤诱导
成功率/%

MS 0.5 0.5 0.010 75.06
MS 1.0 1.0 0.025 75.26
MS 2.0 1.5 0.050 81.02
WPM 0.5 0.5 0.010 94.08
WPM 1.0 1.0 0.025 96.15
WPM 2.0 1.5 0.050 100.00

表 1 不同培养基对油茶愈伤组织诱导成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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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培养基诱导油茶愈伤组织及发芽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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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培养基 6-BAmg窑L-1
NAAmg窑L-1

蔗糖% 发芽生根诱导
成功率/%

MS 0.5 0.5 0.5 54.17
MS 1.0 1.0 1.5 54.43
MS 2.0 1.5 3.0 60.35
WPM 0.5 0.3 0.5 86.28
WPM 1.0 0.5 1.5 88.51
WPM 2.0 0.8 3.0 95.35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油菜发芽及生根诱导成功率的影响

比较袁WPM 基本培养基不同配方的发芽生根诱导成功率平

均值为 90.05%袁而 MS 基本培养基不同配方的发芽生根诱

导成功率平均值仅为 56.32%曰从诱导效果看袁WPM 基本培养

基诱导的无菌苗芽多袁植株生长健壮渊图 1c尧d冤遥综合比较各

配方因子的具体诱导效果袁其最优的促进发芽生根的培养

基配方为以 WPM 为基本培养基袁其他因子组合为 6-BA
2.0 mg/L+NAA 0.8mg/L+蔗糖 3%遥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对于海南本地油茶优良品种热研 2 号而

言袁促进愈伤组织分化形成的最优条件是以 WPM 为基本培

养基袁其他因子组合为 6-BA 2.0 mg/L+NAA 1.5 mg/L+Silwet
L-77 0.05%曰促进其发芽及生根的最优条件是以 WPM 为基

本培养基袁其他因子组合为 6-BA 2.0 mg/L+NAA 0.8 mg/L+
蔗糖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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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冬小麦受气象灾害威胁大袁建议调整产业结构袁增

加油菜和桃核的种植面积遥油菜种植换茬尧换品种种植曰根
据土壤质地种植疏密适当袁川坝土地肥沃袁种植一定要稀疏袁
以防后期雨量增多导致倒伏曰气象部门要充分发挥气象为

农服务的行业特长袁做好气候预测袁及时发布农作物播种尧
生长尧收获关键期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袁农户多关注当地天气

预报袁适时下种袁早间苗尧定苗袁及时除草袁合理追肥袁注意科

学防治病虫害和适时收获遥在生产过程中袁提高气象灾害危

害的警觉性袁确保油菜获得稳产尧高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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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对不同花生品种袁虽同量尧同期喷施芸

乐收微肥袁但产量差距尧增产幅度不一遥这主要是受气候条

件影响袁根据安徽气象局预报袁从 4 月 28 日播种至 9 月 8 日

先后收获结束共 133 d 的全生育过程中袁晴日 77 d袁多云到

阴 12 d袁降小要中要大雷阵雨 44 d遥6 月初至 7 月 10 日出梅

前后袁约计 40 d袁晴日 22 d袁余下 18 d 是阴尧多云和间断性雷

阵小到中雨袁气温一般在 20~30 益之间袁正是白沙 1016 早

熟品种开花尧下针期袁有利果针入土结荚袁所以果结的较多曰
而早中熟 2 个品种中花 15 和庐花 9 号袁较白沙推迟花期

下针 5~7 d袁正遇上初伏渊7 月 12 日冤至末伏渊8 月 11 日冤袁其
间 31 d 就有 21 d 持续高温尧干旱尧无雨袁其中连续 7 d 最高

气温达 40 益以上袁2 个早中熟花生品种正处盛花期袁导致不

仅开花减少袁很多果针难以入土下扎袁漂浮在上袁影响了较

早下扎的果针尧荚果膨大尧果型变小袁因此增产幅度没有早

熟品种白沙大遥但是袁由于在花生全生育期中袁气温一直高袁
积温也高袁加之地膜覆盖的调温保温效应袁致使所参试花

生品种不论是否喷施芸乐新型生态微肥袁整体产量与往年

相比均不太低遥生态型微肥含有多种微量元素袁不仅能调剂

花生生理功能袁又能提供花生吸收利用袁导致百果重尧百仁

重尧出仁率尧荚果饱满度增高袁发挥了肥效袁促进花生中尧后
期在体内积累较多的养分袁最终获得增产效果遥另外袁由于

花生是短日照作物袁本年度长期日照又加上持续高温尧干旱

的天气袁对于整个花生生长发育有所抑制袁致使地上部分植

株表现差异不大袁又加之后期临收前又遇不断阴雨袁土地湿

度饱和袁此时温度仍较高袁造成不同程度的烂果尧芽果尧虫

果袁影响整体产量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在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高温干旱等

严重灾害气候的条件下袁芸乐收新型生态微肥仍表现肥效

显著袁提高了花生的产量和质量袁经济效益高遥
由于本试验是在本年度特殊高温干旱严重灾害性气候

条件下渊根据气象台予报自 1959 年以来近半个世纪历史未

遇的年份冤进行的袁不能代表本地区正常年份气候条件袁虽
芸乐收新型生态微肥仍表现肥效较好袁但未能充分发挥应有

的肥效作用袁加之苗期未喷袁原设计安排密度不合理袁又未

设重复袁收获时又不断地遇阴雨天气袁同一处理未能同期

收袁或多或少造成人为误差袁对试验的准确性有一定的影响遥
建议下年应继续再进行一次正规试验袁进一步探讨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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