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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系列甜樱桃砧木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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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CAB6P和 CAB11E 2种脱毒甜樱桃砧木嫩梢茎尖为试材，成功地进行了离体快繁研究。结果表 明：外植体在改良的 

DKW培养基上进行诱导培养和继代增殖培养最好，在 1／2MS培养基(铁盐为 DKW)生根较好；同时特定的液体培养基可以显著 

地将增殖培养的不定稍拉长。温室中的温度、湿度控制和病害防治是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一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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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n vitro rapid propagation of the sweat 

cherry rootstock of CAB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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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lantle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nduced from the young stem tip of two CAB virus-free cherry rootstocks．At the 8anle time we have 

succeeded in vitro rapid propag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basal med ium for the primary culture and subculture wa8 the reform— 

ative DKW medium．The 1／2MS(Fe come from DKW)medium is good for the rooting．A reformative liquid medium carI notably prolong 

the adventitious shoots．Furthermore ，the temperature。the humidity and the disease conla-olled are the key factor of survival rate during the 

greenhou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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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砧木对果实产量、品质、抗逆性、早结丰产 

性、生产管理成本和管理方式有直接的影响。欧美 

许多发达国家，新种植果园或重茬果园都采用优良 

砧木。对一些果树(如甜樱桃)只能采用特定的无 

性系砧木。由于这些优良砧木必须通过营养繁殖的 

方式才能保持其植物学遗传特性，而扦插育苗成活 

率相对较低，在短期内不能大量繁殖。国外一般采 

用组培快繁、工厂化育苗来满足生产的需要。CAB 

系列甜樱桃砧木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从 Prunus 

cera~us中选育而成，与目前生产上主要栽培品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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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亲活力强，适应性广。其中CAB6P和 CAB11E 

是半矮化砧木，CAB6P和CAB1 1E作甜樱桃砧木表 

现出根系发达、早果性、丰产性、稳产性 非常 明 

显⋯。意大利仅 Vivai Battistini在 2004年就组培快 

繁甜樱桃砧木 100万株以上，试管苗移栽成活达到 

95％以上。甜樱桃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兴的高档水 

果，正在一定区域快速发展，生产上急需大量的砧木 

种苗。目前我国对甜樱桃砧木的植株再生有许多成 

功的例子 I4】，但成功地进行 CAB系列植株离体快 

繁技术的研究，还未见相应报道。本项 目成功地研 

究出最适培养基进行诱导培养、继代增殖培养、拉长 

壮苗培养、生根培养以及培养条件、温室管理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试管苗有效繁殖系数、生根率和苗木 

移栽成活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为中国一意大利政府合作项目(I~t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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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无毒苗木繁育中心)隔离网室的 CAB6P和 

CAB11E(下简称 CAB系列)。选生长健壮枝条，带 

回实验室用 800倍多菌灵浸泡5 rain，晾干后仔细清 

洗，放人无菌水中并置于无菌培养室黑暗水培，促发 

新梢。试验选用5种基本培养基(表1)和一种液体 

培养基 。 

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高效组培快繁 

实验室、温室、苗圃进行各项试验。300 mL的培养 

瓶中固体培养基 100 mL，液体培养基 20 mL。继代 

增殖培养每瓶接种 8株，生根培养每瓶接种 l5株。 

设置 3次重复。 

初代培养：将水培促发的新梢(1．5 cm左右)去 

掉叶片，用无菌去离子水中漂洗2次，再用0．1％升 

汞加2滴吐温80消毒5 rain，然后用无菌去离子水 

漂洗4次，每次在磁力搅拌器作用下漂洗2 rain。无 

菌滤纸吸干水分，取下 0．5 cm左右的茎尖，接种于 

5种诱导簇生芽的培养基。培养基中添加琼脂 6．3 

g·L (液体培养基中无琼脂)，蔗糖 30 g·L (生 

根培养 15 g·I )，pH5．8，121℃高压灭菌 15 rain。 

光照 16 h·d‘。，光照度2500 k，温度24±1℃下培 

养。 

继代增殖：初代培养3周后，90％的茎尖产生 

出3—9个簇生芽，5周时不定梢达 2．0±0．5 cm。 

取此时的不定梢短茎切段(带有 2腋芽)接种于 5 

种继代增殖培养基。3周继代 1次，达到一定数量 

后，一部分继续继代增殖；另一部分在继代增殖3周 

后加人拉长液体培养基 培养10 d。其他条件同 

初代培养。 

生根培养与移栽：将拉长培养的不定梢接种于 

表 1 不同试验中使用的增殖和诱导基本培养基的盐和有 

机成分 

Table 1 Salts and organic content of proliferation and induction 

basal media used in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s 

注：MS：Murashige T．and Skoog F．Phy~ioL Plata，15，473 

(1962)[6]；F 见<实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教程)1：'29—3l 

(曹孜义 刘国民主编2001年) ；WPM g Lioyd G．and Me— 
Cowm B．．Int．Plant Prop．Soc．Proc．30．(421)1980 L ；DKW： 

Driver，J，A．．Kuniyuki。A．H．，Hort Science，19(4)，August 
1984[9]

。 

4种生根培养基，4周后生根试管苗的根长到 1．2± 

0．3 cm时，取出并洗净幼苗上的培养基，及时移栽 

到有机质丰富、pH5．5左右营养土(泥炭：蛭石 = 

4：1)的穴盘或营养钵进行育苗。移栽后及时转人 

温室小拱棚中，保湿、控温 。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培法促生嫩梢 

直接取自隔离网室中的嫩梢，由于较长时间暴 

露在外界，受到细菌、真菌等的感染，甚至感染到嫩 

梢组织内部，不易彻底消毒、灭菌，试验中污染率一 

度高达90％以上，有时 100％的污染，根本不能满足 

进一步试验的要求。水培法促生的嫩梢，由于经杀 

菌剂预处理，自来水清洗，并在无菌培养室用灭菌去 

离子水中培养，促生的嫩梢(2—3 cm)受细菌、真菌 

感染的机会大大降低。经消毒剂处理，0．5 cm左右 

的茎尖外植体接种在诱导培养基7 d后，污染率低 

于10％，达到了进一步试验的要求。 

2．2 诱导培养基中茎尖簇生芽的促生 

茎尖外植体太小，操作较困难，容易失水枯死； 

外植体太大，易产生顶端优势，不容易形成簇生芽。 

经过多次试验，选取0．5 cm左右的茎尖作外植体最 

适。外植体在5种初代培养基上经过 2周培养后， 

开始产生部分簇生芽，但簇生芽发生的数量、速度在 

不同培养基上有较大差异(表 2)。1#、2#培养基上 

的外植体簇生芽产生较慢，数量较少；3撑培养基上的 

簇生芽发生速度较2#快，数量相当；4#、5#上的外植 

体簇生芽发生速度快，5#上的簇生芽数量最多(达5 

— 8个)，萌芽率接近90％。4周时，1#、2#上的簇生 

芽生长缓慢，叶色淡绿；3#上的簇生芽长势一般，叶 

色绿；4撑上的簇生芽长势中上，叶色绿；5撑上的簇生 

芽长势旺(不定梢长高度 1．5±0．3era)，叶色浓绿 

(图1)。分析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培养基对簇生 

芽的诱导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大量元素 Ca(NO，)： 

代替 CaCI 对 CAB茎尖分生簇生芽有增强作用。 

图1 茎尖簇生芽诱导4周 

Fig．1 Fascicular buds 0fthe stem tipintheinduction r∞di啪 4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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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3# 

4# 

5# 

1．2 0．05 0．1 

1．2 0．05 0．1 

1．2 0．05 0．1 

1．2 0．05 0．1 

1．2 0．05 0．1 

3oo 

3oo 

3oo 

3oo 

3oo 

30 

30 

30 

30 

30 

l2 

14 

l9 

23 

26 

40 

47 

63 

77 

87 

2—4 

2_5 

4—6 

4 _7 

5_8 

表3 CAB在不同继代培养基和同一液体培养基上的增殖倍数、拉长效果 

Table 3 Multiplication and elongation of CAB in the different subculture medium and the 88a'rl@liquid medium 

2．3 不同继代增殖培养基培养的效果 

在继代增殖培养中，培养基和茎段腋芽(底部 

和上部腋芽)的部位不同，腋芽处萌发的簇生芽数 

量和长势出现明显的差异(表3)。3～5 d后发现底 

端腋芽原基处开始萌动，7—10 d上部腋芽原基开 

始萌动。l#、2#培养基上的短茎切段在培养10 d后 

虽然发出少量簇生芽，但长势缓慢。3撑培养基上发 

生的簇生芽数量相对较多，长势一般；4#培养基上发 

出的簇生芽数量相对较多，长势也较好；5#培养基 

上的簇生芽相对最多，长势也最旺，叶色浓绿。3周 

图 2 不定芽继代增殖培养 21 d后加入拉长培养基 7 d 

及对照 

Fig．2 Adventitious buds in elongation medium 7 days after prolifera- 

tion 21days and CK 

后的不定梢经过拉长液体培养基 (附加 6-BA 1．0 

mg·L～、IBA 0．1 mg·L 和活性炭 1．5 g·L ) 

处理10 d，不定梢的高度明显增加，粗度也有一定增 

加(图2、图3)。分析以上结果得出5#培养基对 

CAB继代增殖最好。液体培养基能加速不定梢对 

营养成份的吸收，促进新城代谢，使其短时间内迅速 

增加高度和一定粗度，叶色浓绿。 

2．4 生根与移栽 

将经过拉长增粗的不定梢转人生根诱导培养基 

(表4)。7 d左右出现根尖白色的生长点，2—3周 

时长出根2—5条，并出现部分须根；4周左右生根 

图3 不定梢在生根培养基中第 3周时的根系 

Fig．3 The roots of the adventitious shoots in rooting media at 3rd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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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CAB在不同培养基中生根培养4周后的效果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medium on rootinginduction ofCAB after4 weeks 

注：A：1#1／2大量元素，l}f微量、铁盐、有机成分 。PG 0 机成分，5{f铁盐，PG 0；D：1#1／2大量元素，l}f微量、有 ；B：1#1／2大量元素，l}f微量、铁盐、有机成分，PG 80；C：1#1／2大量元素，1}f微量、有 
机成分，5}f铁盐，PG 80。 

i 3结论与讨论 

图4 生根试管苗移栽到温室第5周时小苗的根系 

Fig．4 The roots of the rooted tube plants transplanted into green_ 

house at 5th weeks 

率达到95％以上，根的长度达到1．2±0．3 cm。A、 

B培养基中的幼苗虽然可以长出一些不定根，但生 

根时间相对较长，幼苗长势不旺；C、D培养基中生 

根相对更快，长势也旺，根系也发达(图3)。试验表 

明：较高浓度的螫合铁有助于生根和须根的形成， 

PG对根的诱导有促进作用。为防止培养基的污染， 

生根试管苗上的培养基需洗净，移栽到有机质含量 

丰富、疏松(优质泥炭：珍珠岩 ：4：1)的营养土穴 

盘或营养钵中。试验表明：生根试管苗经 800倍多 

菌灵浸泡2 min，对防止幼苗在温室中染病有促进作 

用。3周后逐步揭开温室小拱棚，5周左右小苗根系 

发达、健壮，成活率达到85％以上(如图4、图5)。3 

个月幼苗可达到60 em左右(图6)。 

图5 生根试管苗移栽到温室5周 

Fig．5 The rooted tube plants协m8planted into gl'cenhouse for 5 

weeks 

基本培养基的大量元素和铁盐对 CAB的培养 

有重要影响。代红艳等 川认为WPM培养基适宜 

甜樱桃微繁，本试验得出DKW—R更适宜 CAB的培 

养。 

初代培养的外植体来自水培，其污染率可大大 

降低。继代增殖培养后的不定梢较纤弱。若直接用 

来生根，一方面生根时间较长；另一方面生根量不 

足，生根率较低，较困难。从而直接导致移栽到温室 

后成活率低，管理成本增加。本试验采用液体培养 

基 L5 并经过改良，增加相应的有效成分，使不定梢 

迅速吸收营养物质，拉长生长，从而利于生根培养和 

试验操作。 

生根试管苗移栽时间是移栽成活率的一个重要 

因素 引。根系太长，容易折断、损伤，恢复生长较 

慢；根系太短，适应过程较长，在 1．0一1．3 cm移栽 

最好。由于培养基的pH 5。8—5．9，所以营养土以 

微酸性营养土最适宜。 

本项目通过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并与国外相关科 

研院所的长期学术交流，研究出了这一套高效组培 

快繁技术(茎尖成芽数 5—8个，有效继代增殖系数 

达到5，生根率达95％以上，温室移栽成活率达到 

85％，苗圃移栽成活率达到95％以上)，极大的降低 

图6 温室幼苗移栽到苗圃中3个月 

Fig．6 Th e greenhouse younger plants transplanted into the nursery 

for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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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应用成本，同时为高效快繁其它优良甜樱桃 

砧木提供了良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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