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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京桃香草莓匍匐茎尖为材料，对不同生长调节剂条件下京桃香草莓组培苗的鲜重、繁殖系数、株高以及生长情况进行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MS＋6-BA 0.5 mg/L＋NAA 0.1mg/L 是最适宜京桃香草莓组培苗快繁的激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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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云南省栽培

面 积逐步扩大，目前草莓生产栽培上主要为匍匐茎繁殖和

分株繁殖。这种繁殖方法效率低、种苗易退化，同时易造成

病毒蔓延，严重影响草莓的长势、品质和产量 [1]。通过草莓组

织培养扩繁草莓脱毒苗，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组织培养技术

应用于草莓生产，能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整齐一致的良

种苗和脱毒苗。
本试验主要通过对比培养基不同激素条件，探讨植物

生长调节剂条件对京桃香草莓茎尖培养效果的影响，以为

满足草莓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以红河州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大棚内京桃香草

莓苗为试验材料，切取草莓苗匍匐茎尖作为外植体。
1.2 试验方法

1.2.1 取材和消毒。剪取京桃香草莓匍匐茎尖，长约 2 cm，
剪去叶片，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0％酒精

消毒 30 s 后用无菌水冲洗 1 次，再用 0.1％氯化汞灭菌 15min，
无菌水冲洗 3 次，然后用解剖针剥去茎尖外面的幼叶和鳞

片，露出生长点，待接种。
1.2.2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设计和培养。共设 5 个处

理，分别为处理 1：MS+6-BA 0.5 mg/L+NAA 0.2 mg/L；处理 2：
MS+6-BA 0.5 mg/L+NAA 0.1 mg/L；处理 3：MS+6-BA0.4 mg/L+
NAA 0.1 mg/L；处理 4：MS+6-BA 1.0 mg/L；处理 5：MS+6-BA
0.5 mg/L+GA3 0.2 mg/L。蔗糖 30 g/L，琼脂 7 g/L，pH 值 5.8~6.0。
接种时每瓶接种 1~2 个外植体，每个处理 15 瓶，接种后将瓶

口扎好、标号。培养条件为：温度 25~30 ℃，光照强度 1 500~
2 000 lx，每天光照 10 h，培养 20 d 后换 1 次培养基，继代培

养 3 代后调查生长情况。
1.3 调查内容与方法

统计组培苗鲜重、株高，每株苗分化出的幼苗数作为繁

殖系数。3 次重复，精确测量计算均值，观察组培苗的长势、
黄化状况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增殖系数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处理对草莓组培苗繁殖系数有一定

影响，其中处理 4 明显高于处理 1、2、3、5，6-BA 为细胞分裂

素促进细胞分裂，6-BA 浓度越大，繁殖系数越高。
2.2 不同处理对鲜重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处理 4 的鲜重明显差于处理 1、2、3、5，说

明 6-BA 浓度对鲜重影响较大，6-BA 浓度增加，鲜重降低。
其中，0．5 mg/L 6-BA 更有利于组培苗鲜重的增 加。综 上 所

述，以处理 1（6-BA 0.5mg/L+NAA 0.2 mg/L）最适合京桃香草

莓组培苗鲜重的增加。
2.3 不同处理对株高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处理 1、2、3、5 的效果好于处理 4，说明 6-
BA 浓度大并不有利于株高的增加，以 6-BA 0.5 mg/L 有利

于株高的增加。
2.4 不同处理对组培苗长势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6-BA 浓度过高、不添加生长素 NAA，不利

于草莓组培苗的生长，长势弱，并会出现黄化苗。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6-BA 浓度对组培苗的繁殖系数影响比

较明显，6-BA 浓度高时草莓组培苗繁殖系数明显增加。不

同激素条件对草莓组培苗鲜重影响很大，高浓度的 6-BA 会

抑制草莓苗鲜重的增加，抑制草莓苗生长，株高降低，长势

弱，并伴有黄化苗出现。通过试验对比可得，京桃香草莓组

培繁殖以 6-BA 浓度为 0.5 mg/L 为适宜，生长素 NAA 0.2 mg/L
较 0.1 mg/L 稍有利于草莓鲜重及株高的增加，但是增殖系

数低，在继代培养中草莓苗容易发根，并会出现开花现象。
综合对比，京桃香草莓组培苗快繁的最佳组培条件为 MS＋6-
BA 0.5 mg/L＋NAA 0.1 mg/L。
3.2 讨论

研究表明，激素是影响组培苗生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诱

导分生苗增殖、促进组培苗生长或诱导根，所需植物激素的

种类和浓度在不同培养阶段是不同的 [2]。组培过程中，生长

素主要被用作诱导刺激细胞分裂和根的分化。在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使用 6-BA 的植株整体长势要好于使用 NAA，但浓

度达到 1.0 mg/L 时，虽然繁殖系数较大，但同时也抑制了苗

的生长 [3]。本研究表明，当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比值低时促

进根的发生，当比值高时利于芽的发生；6-BA 和 NAA 浓度

的变化都会引起组培苗重量的变化；NAA 在增加株高方面

的效果好于 6-BA[4]。
草莓组培苗生根容易，即使没有生根的草莓组培苗驯化

成活率也在 80％以上，因而本试验未对京桃香草莓的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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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多研究，但是在不添加任何 生 长 激 素 的 MS 培 养基

上，京桃香草莓也能很好地生长，发根多且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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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用药；若小麦品种为感病品种，遇连续阴雨天，则要在第

2 遍药后 5~7 d 用第 3 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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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低于30%，病指防效仅 14.4%。

药后 16 d，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 600 倍液药效明显显

现，新斑 病叶防效为 87.5%，病杆防效为 85.7%，倒伏枝数防

效 78.6%；23%嘧 菌·噻 霉 酮 悬 浮 剂 600 倍 液 防 效 次 之 ，新

斑病叶防 效 为 37.5%，病杆防效为 71.4%，倒伏枝数防效为

57.1%；72%甲 霜·锰 锌 可 湿 性 粉 剂 600 倍 液 防 效 显 著 下

降 ，新 斑 病 叶 率 防 效 只 有 25.0%，病杆率防效 为 14.3%，倒

伏枝数防效为 28.6%。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72%甲霜·锰 锌

可湿性粉剂以及 23%嘧菌·噻霉酮悬浮剂对如皋香堂芋疫

病的防效明显，而且均对芋头安全，可以作为防治芋头疫病

的理想药剂在如皋香堂芋生产中进一步推广使用。应注意轮

换用药，以延缓病菌抗药性的产生。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的

速效性较差，使用时应提早用药，以更好地发挥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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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处理蛆果率比较

处理 调查总果数/个 蛆果数/个 蛆果率/‰
CK 2 250 115 51.0
A 2 250 48 21.3
B 2 250 37 16.4
C 2 250 30 13.3
D 2 250 28 12.4
E 2 250 12 5.3
F 2 250 5 2.2

处理 A 到处理 D，随着点喷株数的增加，蛆果率递减，但递

减频率逐渐减小，其中蛆果率最低为 12.4‰，远高于 3‰的

防治指标。从处理 D 到处理 E 可以看到，用 2.5%高效氯氟

氰菊酯乳油普防 1 次后，蛆果率缩减 2.3 倍，说明防治效果

显著。由处理 E 到处理 F，用 2.5%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普防

2 次后，蛆果率缩减 2.4 倍，蛆果率仅为 2.2‰，达到 3‰的防

治指标。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宜都市用大实蝇食物诱剂防治大实蝇

效果明显，在山地桔园防治中，点喷株数增加到全园株数的

60%，点喷 4 次，增加 2 次 2.5%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全园防

治，第 1 次在返园高峰期，第 2 次间隔 7 d，蛆果率可以控制

在 3‰以内，完全达到防治指标要求。此防治试验中 2.5%高

效氯氟氰菊酯乳油为高效低残留农药，大实蝇食物诱剂为环

保型产品，对柑橘果实均无公害，完全可以达到绿色环保要

求，此防治试验方案值得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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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 年 6 月逐日平均气温及降雨量

日期
日平均气温

℃
日降水量

mm 日期
日平均气温

℃
日降水量

mm
1 日 27.5 16 日 24.0 23.3
2 日 27.5 17 日 24.5
3 日 26.0 18 日 25.5
4 日 21.5 19 日 27.5
5 日 16.5 65.3 20 日 25.5
6 日 23.5 9.5 21 日 28.0
7 日 24.5 22 日 27.0
8 日 26.5 24.6 23 日 25.0 0.3
9 日 25.0 24 日 25.0
10 日 24.0 25 日 25.5
11 日 23.5 26 日 26.5
12 日 24.0 11.5 27 日 27.0
13 日 21.5 28.5 28 日 26.0
14 日 21.5 2.5 29 日 27.0
15 日 21.0 5.6 30 日 27.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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