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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枸杞组培育苗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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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黑枸杞当年生枝条腋芽为外植体，研究 了 外 植 体 诱 导、增 殖 和 生 根 阶 段 的 最 佳 培 养 基 配 方。结 果 表 明：

诱导培养基的最佳配方为 ＭＳ＋ＢＡ１．０ｍｇ／Ｌ＋ＩＢＡ０．８ｍｇ／Ｌ，萌芽率达到７８％，平均芽高１．９ｃｍ；增殖培养基的最

佳配方为 ＭＳ＋ＢＡ　１．６ｍｇ／Ｌ＋ＩＢＡ　０．１０ｍｇ／Ｌ，有 效 增 殖 倍 数 达 到６．３２倍；生 根 培 养 基 的 最 佳 配 方 为１／２ＭＳ＋

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ＩＢＡ　０．６ｍｇ／Ｌ，生根率达到９２％，平均生根条数３．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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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枸 杞（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ｍ Ｌｕｒｒ）属 茄 科 枸 杞

属，是一种具有重要药用保健价值的棘刺灌木，野生

资源多散布于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德令哈、都兰等

地区的戈壁滩上。黑枸杞的浆果具有良好的药用价

值和保健价值，经测定，黑枸杞果实中的总糖含量为

６．９％，总酸含 量 为０．７４％。此 外 黑 枸 杞 中 还 检 测

出了人体所必须的１７种氨基酸，以及丰富的微量元

素。据中医文献报道，黑枸杞味甘、性平，具有抗衰

老、清心热，改善睡眠、美容养颜 等 众 多 作 用［１］。随

着人们对其保健价值研究的深入，近年来黑枸杞越

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栽培面积也迅速扩大。
为了尽快培育出大量遗传性状完全一致的黑枸杞优

良种苗，我们研究了黑枸杞组培育苗技术，研究结果

介绍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６月份，取黑枸杞当年萌发的新枝腋芽为外植体。

１．２　外植体消毒

剪取生长健壮的１年生黑枸杞枝条，在室内除去

叶片后剪成约８ｃｍ长的茎段，用洗涤灵水轻轻洗刷

表面，注意不要破坏腋芽，洗刷完成后置于流动水下

冲洗干净，然后在无菌条件下进行以下操作：（１）用

７５％酒精浸泡３０ｓ，用无菌水冲洗２遍；（２）用０．１％升

汞溶液浸泡８ｍｉｎ，用无菌水冲洗３遍后备用［２］。

１．３　培养条件

外植体的腋芽诱导、增殖培养和生根培养都在

培养室内进行，室内温度白天控制在２５±２℃，夜间

温度为２３±２℃，光 照 时 间 为１６ｈ／ｄ，光 强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ｌｘ。诱导培养、增殖培养阶段以 ＭＳ为基本培

养基，加 入３５．０ｇ／Ｌ蔗 糖、８．０ｇ／Ｌ琼 脂、ｐＨ 值 为

５．６～５．８。生根培养阶段以１／２ＭＳ为基本培养基，
其他条件不变［３］。

１．４　诱导培养试验

以 ＭＳ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 质 量 浓 度 的 激

素（ＢＡ、ＩＢＡ及ＮＡＡ）配制１２个配方的诱导培养基

（表１）。在无 菌 环 境 中 将 消 毒 后 的 外 植 体 切 取 腋

芽，接种于诱导培养基上，每个配方接种５０瓶，每瓶

１个外植体，２０ｄ后统计其萌芽率，４０ｄ后 统 计 腋 芽

生长高度。
表１　诱导培养基不同激素浓度配比表 ｍｇ·Ｌ－１

培养基编号 ＢＡ　 ＩＢＡ　 ＮＡＡ
１　 ０．５　 ０．４　 ０
２　 ０．５　 ０．８　 ０
３　 １．０　 ０．４　 ０
４　 １．０　 ０．８　 ０
５　 １．５　 ０．４　 ０
６　 １．５　 ０．８　 ０
７　 ０．５　 ０　 ０．０５
８　 ０．５　 ０　 ０．１０
９　 １．０　 ０　 ０．０５
１０　 １．０　 ０　 ０．１０
１１　 １．５　 ０　 ０．０５
１２　 １．５　 ０　 ０．１０

１．５　增殖培养试验

待腋芽 长 到１．０ｃｍ以 上 时，将 其 从 基 部 剪 开，
剪成１．０～２．０ｃｍ的 单 株 小 芽，转 接 到 以 ＭＳ为 基

本培养基，添 加 不 同 质 量 浓 度 的 激 素（ＢＡ、ＩＢＡ）配

制的９个配方的增殖培养基上（表２）。每个组合接

种５０瓶，每瓶１个嫩芽，４０ｄ后统计其增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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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增殖培养基不同激素浓度配比表 ｍｇ·Ｌ－１

培养基编号 ＢＡ　 ＩＢＡ
１　 ０．８　 ０．１０
２　 ０．８　 ０．２０
３　 ０．８　 ０．３０
４　 １．６　 ０．１０
５　 １．６　 ０．２０
６　 １．６　 ０．３０
７　 ２．４　 ０．１０
８　 ２．４　 ０．２０
９　 ２．４　 ０．３０

１．６　生根培养试验

剪取３ｃｍ 以 上 的 健 壮 增 殖 芽，接 种 到 以１／２
ＭＳ为 基 本 培 养 基，添 加 不 同 质 量 浓 度 的 激 素

（ＮＡＡ、ＩＢＡ）配 制 的４个 配 方 的 生 根 培 养 基 上（表

３）进行生根培养。每个处理接种１０瓶，每瓶接种５
株试管苗。接种３０ｄ后统计生根率及根长。

表３　生根培养基不同激素浓度配比表 ｍｇ·Ｌ－１

编号 ＮＡＡ　 ＩＢＡ
１　 ０　 ０．９
２　 ０．２０　 ０．６
３　 ０．４０　 ０．３
４　 ０．６０　 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诱导培养基的选择

表４　不同诱导培养基组合对黑枸杞腋芽诱导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萌芽率（％） 平均芽高／ｃｍ
１　 ６６　 ４．５
２　 ４２　 ３．２
３　 ７２　 ２．６
４　 ７８　 １．９
５　 ５６　 １．１
６　 ３４　 ０．７
７　 １８　 １．５
８　 １２　 １．１
９　 ３４　 ０．９
１０　 ２６　 ０．７
１１　 ２０　 ０．７
１２　 １６　 ０．５

　　外植体接种７ｄ后腋芽开始萌发，约１５ｄ后陆续

长成绿色新芽。不同的培养基激素组合对外植体腋

芽诱导萌芽率及芽生长状况的影响均较大。生产实

践中我们既要考虑萌芽率，也要兼顾考虑芽的生长

状况。从表４可 以 看 出，４号 培 养 基 诱 导 萌 芽 率 最

高，芽生长状况也相对较好，其次是３号培养基。两

个培养基上成活的芽均能够达到增至培养的要求。
而添加ＮＡＡ的培养基，不但萌芽率低，而且基部愈

伤组织过大，芽生长不良。因此用于黑枸杞腋芽诱

导培养的最适培养基配方为 ＭＳ＋ＢＡ１．０ｍｇ／Ｌ＋
ＩＢＡ　０．８ｍｇ／Ｌ。

２．２　增殖培养基的选择

新芽接入增殖培养基后，经过约２０ｄ培养，底部

愈伤组织开始有增殖芽出现，４０ｄ后，调查有效增殖

芽数（高１．０ｃｍ以上增殖芽为有效）。表５表明，随

着ＢＡ浓度的增加，黑枸杞组 培 苗 的 增 殖 倍 数 也 随

之增加，但是当ＢＡ达到２．４ｍｇ／Ｌ的 时 候，组 培 苗

基部愈伤组织异常增大，伴随出现玻璃化现象，影响

了组培苗的正常增殖，导致无效增殖芽过多，有效芽

减少。由表５可以看出，增殖培养过程中最佳培养

基是 ＭＳ＋ＢＡ　１．６ｍｇ／Ｌ＋ＩＢＡ　０．１０ｍｇ／Ｌ。此状态

下黑枸杞有效增殖芽多且生长健壮。
表５　不同增殖培养基对黑枸杞组培苗增殖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激素浓度／（ｍｇ·Ｌ－１）

ＢＡ　 ＩＢＡ
有效增殖倍数

１　 ０．８　 ０．１０　 ２．７６
２　 ０．８　 ０．２０　 １．８４
３　 ０．８　 ０．３０　 １．２２
４　 １．６　 ０．１０　 ６．３２
５　 １．６　 ０．２０　 ４．９０
６　 １．６　 ０．３０　 ２．０６
７　 ２．４　 ０．１０　 １．９８
８　 ２．４　 ０．２０　 ２．０４
９　 ２．４　 ０．３０　 ２．４０

２．３　生根培养基的选择

　　黑枸杞组培苗接入生根培养基约１５ｄ后芽基部

开始有白色 根 长 出，３０ｄ后 统 计 生 根 率。每 株 组 培

苗的所有根总长超过２．０ｃｍ，即为合格生 根 苗。理

想的生根苗应有超过３条根，每条根长度在１．０ｃｍ
以上，３．０ｃｍ以下，过长则移栽过程中易断裂，进而

影响移栽成活率。从下表６可以看出，两种激素配

合使用具有协同作用，不但生根率高，而且单株组培

苗的生根数量也多。因此黑枸杞最适生根培养基配

方为１／２ＭＳ＋ＮＡＡ　０．２ｍｇ／Ｌ＋ＩＢＡ　０．６ｍｇ／Ｌ。
表６　不同生长素配比对黑枸杞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培养基编号
激素浓度／（ｍｇ·Ｌ－１）

ＮＡＡ　 ＩＢＡ
平均生根条数 生根率（％）

１　 ０　 ０．９　 ２．０　 ７２
２　 ０．２　 ０．６　 ３．６　 ９２
３　 ０．４　 ０．３　 ２．８　 ８０
４　 ０．６　 ０　 １．４　 ５８

３　结论

以黑枸杞当年生枝条腋芽为外植体，研究了外

植体诱导、增殖及生根阶段的最佳培养条件。通过

研究，找出了黑枸杞组培育苗各个过程的最佳培养

基配方，使 黑 枸 杞 组 培 苗 外 植 体 的 诱 导 率 达 到 了

７８％，有效芽增殖倍数可达到６．３２倍，生根率达到

９２％以上。形 成 了 较 为 完 备 的 组 培 工 厂 化 育 苗 技

术，为黑枸杞良种苗木的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奠定了

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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