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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周期对金叶复叶槭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吴 丹 刘惠珂 杨秋红

郑州市城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河南郑州 450051

摘 要: 光是植物生长发育中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因此光照也是组织培养中的重要条件，影响着组织培养的各个过程。
本实验用组织培养技术研究了不同光照周期 8h /d，12h /d，16h /d 对金叶复叶槭组培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光照周期越长越有
利于金叶复叶槭的生根和增值，并且光照时间长植株生长的更加健壮。而短的光照周期不利于金叶复叶槭的生长，并影响植株的
生根和增殖。同时在实验的过程中探讨了组织培养对植物生长研究以及生产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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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金叶复叶槭概述
金叶复叶槭为槭树科槭树属落叶高大乔木，是复叶槭的栽

培变种，从欧洲引进，它一共有 3 个品种，金叶复时槭，粉叶复
叶槭和花叶复叶槭，这 3 个品种中金叶复叶槭的抗寒能力最
强。金叶复叶槭为羽状复叶对生，复叶较大，叶色柔和，春季叶
片金黄色，渐变为黄绿色，叶背平滑，叶片夏季不焦边。树皮暗
灰色，秋后变紫色，带白粉，具圆形皮孔，枝条灰色。花期 3-4 个
月，花丝条状，无花瓣，花淡黄色。喜光，耐庇荫，喜温暖、湿润
气候，又耐寒冷; 喜湿润、肥沃土壤。又耐干旱瘠薄; 适应性强，
具有一定的抗寒能力，能耐-40 ～ -45℃ 低温。近年来，金叶复叶
槭以其独特的优势，已发展称为园林绿化普遍应用的一个主要
树种，本实验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对金叶复叶槭在不同光照周期
的生长状况进行了观察。

1．2 光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杨玉杰，李海云研究了光周期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

进展，综述了光周期对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花茅分化及
开花、根系生长、生理生化及休眠等的影响，并探讨了光周期在
植物生长发育方面的研究进展，说明了光照影响到植物生长发
育的各个阶段。［1］光照不仅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同时还影响植
物的呼吸作用，不同的植物所需要的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不
同。在园林植物生产中应根据不同植物的生理特性，提供适宜
的光照强度和时间。［2］

1．3 光在组织培养中的作用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自建立以来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

应用，植物所需要的营养条件可以人工控制，可以利用较少的
原材料，且整个过程都在无菌的环境中操作，可以认为控制植
物的生长条件达到生产上的目的。［3］在组织培养中，愈伤组织
和胚状体能否形成是培育出新植株的关键。愈伤组织的形成
不仅受激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光照条件的影响。在脱分化阶段
应该避光培养，光会阻碍组织的脱分化，在无光的条件下愈伤
组织长的更快。光容易导致细胞再分化，不能达到形成大量愈
伤组织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幼苗的目的，但形成愈伤组织后
需要光是为了形成叶绿体。［4］而在再分化培养阶段需要光照条
件，使愈伤组织见光后变成绿色。

光照对组织培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愈伤组织的形成方
面，不同的光强、光质、以及光照时间对组织培养都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5］试管苗培养时要选用一定的光暗周期来进行组织培
养，最常用的周期是 16h /d 的光照，8h /d 的黑暗。［6］本实验在组
织培养条件下，用不同的光照周期对金叶复叶槭进行处理，观
察分析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植株生长间的差异。

2 材料和方法
2．1 实验材料
实验中用的为金叶复叶槭的组培苗，且已经在培养间培养

了一个月需要进行转接，选取长势相近且无污染的金叶复叶槭
组培苗作为进行转接的实验材料。

2．2 配制培养基
根据金叶复叶槭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选择以 WPM 为

基本培养基，木本植物用培养基，调节 pH 值到 5．8。
2．3 培养条件
温度( 30±1) ℃，光照强度 4000lx，不同的光照周期分别为

8h /d，12h /d，16h /d。
2．4 操作方法
灭菌: 灭菌是组织培养中的重要工作之一，通常采用物理

的或化学的灭菌方法。本实验培养基采用高压蒸煮灭菌，器械
采用灼烧灭菌，玻璃器皿及耐热用具采用干热灭菌，不耐热的
物质采用过滤灭菌，植物材料表面用消毒剂灭菌，物体表面用
药剂喷雾灭菌，接种室等空间采用紫外线或熏蒸灭菌。

接种: 将已经在同条件下培养的金叶复叶槭经切割成带一
对叶片的茎段放入培养基，整个接种过程要在无菌条件下进
行，接 30 瓶生长状况相似的植株，每瓶接 5 株苗。接种过程中
用的镊子和刀子要严格用酒精消毒，以免污染。

培养: 把培养材料放在有一定温度等条件的培养室里，使
之生长、分裂和分化，形成愈伤组织或进一步分化成再生植株。
其中将 30 瓶植株分成 3 组，分别置于 8h /d，12h /d，16h /d 的光
照处理。使其在不同的光照时间下生长一个月并每天记录其
生根状况和长新叶的情况。

转接: 一个月后将植株转接到新的培养基中，转接的同时
记录其每株生根的条数，苗高以及增殖系数。

统计: 对试验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得出试验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光照周期根条数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图 1 不同光照周期根条数的显著性比较
由图 1 可以看出三种光照周期处理的根条数差异不显著，

因三种光照周期虽然不同但是植物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光合作
用和呼吸作用，且在三种不同的光照周期下培养基里都含有植
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使植物都能够生根。

3．2 不同光照周期根长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图 2 不同光照周期根长的显著性差异比较
由图 2 可以看出植株在 8h /d 和 12h /d ( 下转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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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初衷背道而驰，只有通过规范、正确，甚至精准的操作，
才能真正达到通过有效的检测手段，保证对果蔬等农产品中的
农药残留量进行控制与管理的目的。

此过程中，规范操作的重点应该主要落在样品的处理以及
试剂的使用两个方面，包括规范抽样程序、选择正确的取样方
法、正确保存与配制试剂、做好对照检测几个方面。［10］

4．3 人员培训
加强检测人员的培训，提高专业技能，是落实设备使用与

规范操作的关键。由于需求量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进行果
蔬农残检测的操作人员素质差异较大。部分从业人员没有相
关的从业或学习经历，实践水平较低，且人员流动性大，安全意
识、规范意识均相对薄弱。对此，需要定期开展交流培训，增加
从业者学习的机会，强化规范意识，提高业务能力。

5 结论
农残检测技术在果蔬中的实际应用主要包括经典实验室

方法和快速检测方法两大类。实验室方法具有成熟、完善，灵
敏度、准确性、精确性高的特点，在实际应用中可信度高，但受
限于场地与仪器设备的要求，耗时耗材，使用频率较低。快速
检测的方法则刚好相反，操作简单，出结果快，适用于很多果蔬
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场合，在实际中应用更加广泛，但存在结
果可信度的缺点，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尽可能的提高快速检测
结果的准确度与准确度，需要在设备购买、人员培训、规范操作
等方面有所加强，减少影响结果稳定性的各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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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48 页) 的光照处理下差异不显著，而 16h /d 的光照处
理与其它两组光照处理差异极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为
金叶复叶槭喜光，长的光照周期使根系活力提高，从而可以延
长植物的生根时间使根生长的较长。

3．3 不同光照周期苗高度的显著性差异

图 3 不同光照周期苗高的显著性差异比较
由图 3 可以看出植株在 16h /d 的光照条件下与 8h /d 和

12h /d 的光照条件下差异极显著，在 8h /d 和 12h /d 的光照下差
异不显著。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在长的光照周期下植物细胞
中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比在短的光照周期下长，使光合作用产
生的物质和能量大于呼吸作用消耗的物质和能量，从而更有利
于植株生长。

3．4 不同光照周期增殖系数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图 4 不同光照周期增殖系数的显著性差异比较
由图 4 可以看出 16h /d 光照周期下植株的增殖系数差异

极显著，在 8h /d 和 12h /d 的光照周期下差异不显著。因为植
株随着光照时间的延长在光合作用中会积累更多营养物质，同
时光照时间长可以为植物提供更适宜的温度，使环境更有利于
植物的生长。

由分析可知，光照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着植株的各种生理

变化，金叶复叶槭更适合在光照时间长的环境中生长，在长光
照条件下差异极显著而在短的光照周期下差异不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不同的光照处理可见: 在同样光照强度 4000lx 条件

下，8h /d 的光照周期下金叶复叶槭的长势和 12h /d 和 16h /d 的
光照周期下相比较弱，在 16h /d 的光照周期下最有利于金叶复
叶槭根以及苗高度的生长。所以光照时间越长对金叶复叶槭
的生长越有利，增殖系数也越大。

在金叶复叶槭的光周期实验过程中影响因素很多，接种熟
练程度，试验台及接种工具是否消毒彻底、培养基配置都会影
响实验结果。［7］实验中所用的金叶复叶槭植株的生长状况也会
影响实验结果。接种后 2-3 天发现有少量的污染，可确定为接
种过程人为引起的，但对于实验结果没有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金叶复叶槭组培苗在 16h /d 光照周期下有
利于增殖和生根，对其进行光照周期的研究，是对其培养条件
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达到精准控制培养时间，提高质量和效
益，节约能源的目的，在生产上具有较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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