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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s 1869李组培繁殖技术研究 

许建兰，马瑞娟 ，俞明亮，沈志军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南京 210014) 

摘 要：以Damas1869李腋芽为材料，研究了不同消毒方法对冬季水培芽及春季田间芽污染率、存活率的影响。采用 

3因素 2水平正交实验。研究不同激素配比对芽增殖的影响，不同浓度的IBA、NAA对生根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春季 

田间芽相比以冬季水培芽灭菌效果较好 ，即以 75％酒 精浸洗 10 S，再用 20％次氯酸钠浸洗 8min，存 活率为 64．1％；最 

佳芽增殖培养基是 MS+6一BA1．0 mg／L+NAA 0．5 mgfl+20 g／L蔗糖+5 g／L琼脂粉，增殖系数最高可达 7．1；适宜生根的 

培养基是 1／2MS+IBA 2．0m~L+20 g／L蔗糖+5 g／L琼脂粉+0．05％活性炭，生根率为 87．8％，平均生根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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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tissue culture Of Damas 1869 plum 

XU Jian-lan，MA Rui-juan ，YU Ming—liang，SHEN Zhi-jUIl 

(Institute ofHorticulture，Jiangsu Academy ofAgricuhural Sciences，Nanjing，J／angsu 210014 China) 

Abstract：Experiment was ea~ied out using the buds of winter shoots advanced by water culture method in room and the 

spring shoots directly from the field of Damasl 869 as material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ation on contamina— 

tion and survival rate in vitro．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s on bud proliferation by 3 factors and 2 levels，the effect of IBA 

and NAA on rooting were studied．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uds of winter shoot were better used as explants than those of 

spring shoots．The best method for disinfect was washed by 75％ alcohol for 10 S and 20％ NaC10 for 8 min．The survival rate 

was 64．1％．The optimal medium for shoot generation was MS+6一BAI．0 mg／L+NAA0．5 mg／L+20 g／L sugar+5 g／C agar．the 

proliferation times could be reached to 7．1．The optimal medium for rooting was 1／2MS+IBA 2．0 mg／L+20 g／L sugar+5 g／C a— 

gar+0．05％ charcoa1．the rooting rate was 87．8％．the average number of roots was 3．9． 

Key words：Damas1 869 plum；Tissue culture 

Damas1869李是法 国农业科学 院果树试验站培 

育的砧木品种 ，为 Damas de Toulouse的自然实生后 

代，该品种与李和大多数桃品种嫁接亲和性良好，其 

主要特点是抗涝性优于桃砧木。Damas1869李已引 

入我国，但还没有在生产中得到应用，鉴于其具有良 

好的抗涝性，可能成为我国南方高温多湿地区以及 

排水不良的黏土地区的潜在砧木。在法国和美国等 

地该砧木以绿枝扦插和硬枝扦插作为主要的繁殖方 

式[”，但在我国由于母本树少，有限的插条来源限制 

了其繁殖规模。组织培养具有繁殖速度快，不受季节 

和气候等因素影响的特点，目前国内外未见对该砧 

木进行组培快繁的报道，为此我们开展了这一方面 

的研究，目的是摸索建立 Damas1869李的组培快繁 

体系，为今后 Damas1869李在我国生产中的应用提 

供技术支撑。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 Damas1869李取 白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国家果树种质桃资源圃，2001年定 

植，株行距为 3 m×5 m，按常规栽培措施管理，树体 

生长 良好 

1．2 方法 

1．2．1 不同外植体种类灭菌方法比较 2种不 同外 

植体，一是在 2005年冬季落叶后，从田问剪取 1 a 

生长枝，带回实验室用流水冲洗干净，晾干后将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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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用腊封住，以减少水分损失 ，然后在组培室 

(25℃左右)水培催芽，每隔 1 d换 1次水，并剪去基 

部 2～4 m 待发出新芽，采集腋芽作为外植体，以下 

简称冬季芽。另一是 2006年春季直接从田间采取刚 

萌发的腋芽作为外植体，以下简称春季芽。 

结果统计：死亡率在接种后 3 d调查 ，污染率与 

存活率在接种后 15 d调查 ，因污染原因造成不能正 

常生长而死亡的记入污染率中。污染率(％)=(污染 

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xl00；死亡率(％)=(死亡 

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xl00；存活率(％)=(存活 

外植体数／接种外植体数)xl00。 

1．2．2 不同灭菌方法的比较 外植体采下后先流水 

冲洗 3 h，后于超净工作台用 75％酒精消毒 10 S，无 

菌水冲洗 2次，再采用4种不同的方法灭菌，方法 1： 

20％次氯酸钠消毒 8 rain；方法 2：20％次氯酸钠+ 

少量吐温消毒 8 rain；方法 3：方法 1+0．1％升汞消毒 

5 min：方法 4：方法 2+0．1％升汞消毒 5 rain。最后无 

菌水冲洗 6次。取出芽在吸水纸上吸干水分，切去基 

部．接种在培养基上培养。每试管接种 1个芽体，每 

处理接种 20个芽，重复 3次，污染率、死亡率、存活 

率的统计方法同上。 

1．2．3 增殖培养基的筛选 以 MS为基本培养基 ， 

添加不同浓度的 6一BA、NAA、IBA，进行正交设计 

(表 1)。选用生长一致的芽，接种到 8种不同培养基 

中进行增殖培养基的筛选，每处理接种 10个三角 

瓶．每瓶 3个芽，重复 3次。每 6周转接继代 1次，统 

计生长情况。 

表 1 芽增殖试验生长调节剂 处理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in 

shoot multiplication m L 

1_2．4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以1／2MS为基本培养 

基 ，添加不 同浓度 的 NAA、IBA，并加入 0．05％活性 

炭，共 5个处理 ，每处理接种 40个芽，重复 2次 ， 

30 d后统计生根情况 

以上所有培养基，灭菌前均附加 20 g／L蔗糖和 

5．0 g／L琼脂粉，pH 5．8，在 121 下高压灭菌 20 

rain。培养条件为温度(24+2)℃，光周期 12 h／d，光照 

强度约为 2 500lx 

1．2．5 数据处理 将数据输入 Excel中，用 DPS数 

据分析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 同外植体种类污染及成活情况比较 

从表 2可以看出，不同种类的外植体经消毒处 

理后。污染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存活率中冬季芽达 

64％。比春季芽存活率高 10％，差异显著，而死亡率 

2处理间相差不大。这可能因为冬季枝条剪回后经 

自来水冲洗，在相对比较清洁的组培室中催芽，本身 

带菌量少，而春季芽直接从田间采集，杂菌较多。 

表 2 不同取材方法对芽成活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different buds on survival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0．05显著水平。下同。 

Note：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et at 0．05 leve1．The 

sanle as below． 

2．2 外植体不 同灭菌方法的比较 

比较 4种消毒方法 ，污染率最低 的为方法 3 

(16．7％)．与未加入 0．1％升汞消毒的方法 1、2差异 

达显著水平；死亡率最低的是用 20％次氯酸钠消毒 

的方法 1，仅为 5％，而加入升汞的死亡率较高，且存 

在显著差异：加吐温与不加吐温之间存活率达显著 

差异．存活率最高的达到 66．7％；用 20％次氯酸钠消 

毒与先用 20％次氯酸钠消毒再用 0．1％升汞二次消 

毒的方法间存活率无显著差异，但用 20％次氯酸钠 

消毒的在接种后 20 d开始生长发芽，而用 0．1％升 

汞 2次消毒的生长较晚．在接种后 25 d才开始露绿 

萌发 (表 3)。 

表3 不同灭菌方法对芽成活的影响 

Table 3 Efiect of different sterilization on bud  survival 

2．3 不同激素对芽增殖情况的比较 

不 同种类 生长素 IBA、NAA与细胞分裂 素 6一 

BA的配合使用对芽的增殖产生不同效果。在相同浓 

度的细胞分裂素 6-BA情况下．同样种类的生长素， 

较低浓度时增殖系数较大．小于2 cm的苗所占比例 

稍高，但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在同样种类、同样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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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素条件下，又以较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6一 

BA的增殖系数较大，大于 2 em或小于2 em的苗所 

占比例间均达显著差异，说明细胞分裂素对增殖的 

影响较大，而生长素中以NAA的增殖作用优于 IBA 

(表 4)。其中以MS+6一BA 1．0 mg／L+NAA 0．5 m#L增 

殖系数最大，达 7．1，其大于2 em的苗所占比例为 

75．3％，且 叶色浓绿 ，生长健壮 (图版一A)；处理 6增 

殖系数最低。综合比较，无论增殖系数、增殖芽株高 

均以MS+6一BA 1．0 mg／L+NAA 0．5 m#L更利于其生 

长 。 

表 4 不同激素配比对 芽增殖 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hormones on bud proliferation 

注：株高大于2 Cffl=株高大于2 am的芽数／增殖总芽数xl00；株高小于2 em=株高小于2 am的芽数／增殖芽数xl00。 
Note：Height over 2 cm=Buds of height over 2 cmJtotal prolferatod budsxl00；heigth below 2 cm=Buds Of height below 2 cm]total proliferated budsx 

1OO． 

2．4 生根培养基的比较 

当幼芽有 3～6片叶，株高在 2 em以上时，选取 

叶色正常 ，生长健壮 ，有 良好生长芽点 的苗 ，接种在 

不同质量浓度的 IBA、NAA生根培养基上 (表 5)，进 

行根的诱导。结果表明，随着生长素质量浓度的增 

加，生根率也随之增加，且根越粗壮。当生长素质量 

浓度大于等于 2．0 mg／L时处理间无显著差异，NAA 

质量浓度为2．0 mg／L时，生根率最高，可达 95．6％， 

平均生根数为 3．1，但根粗无须根。1／2MS+IBA2．0 

mg／L的生根率为 87．8％，平均生根数最多，达 3．9(图 

图版一B)，与其它处理的平均生根数存在显著差异。 

表 5 不 同生长素对生根的作用 

Ta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auxins on rooting 

3 讨 论 

木本植物组织培养的困难之一是无菌材料的获 

得翻，而同一材料又受不 同取样时期外植体老嫩 的影 

响。本研究发现，加入吐温消毒虽然具有一定的吸附 

作用，但不利于随后的清洗工作，反而影响最后的存 

活率。而加入升汞进行再次消毒时虽然降低了污染 

率，但并未能显著提高存活率。对 Damas1869李而 

言，若外植体较嫩时选用 75％酒精消毒 10 S，无菌水 

冲洗 2次，再 20％次氯酸钠消毒 8 min，无菌水冲洗 

6次；外植体稍大时选用 75％酒精消毒 10 S，无菌水 

冲洗 2次 ，20％次氯酸钠消毒 8 min，无菌水冲洗 2 

次，再用 0．1％升汞消毒 5 min，无菌水冲洗 6次，均 

能取得较好的结果，存活率超过 65％。说明在获取 

无菌材料时，根据情况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存活率．可 

采用不同的消毒方法 

植物在生长发育期间，体内激素处于一个动态 

变化过程，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其生长可以起到一定 

的调节作用。而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生长调节剂，在不 

同品种中的作用有显著的区别，所以选择适宜的激 

素组合和浓度，才能达到较好的增殖效果。钟士传 

等翻钙果增殖用 MS+6一BA 0．5 mg／L+NAA 0．1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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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系数为 6．9．庄丽娟等 欧李试管苗的增殖系数 

为 4．99，孙新政等_5]钙果 4号用改 良MS+6～BA 2．0 

mg／+NAA 0．02 mg／L+GA 0．2 mg／L的增殖率 远高 于 

前 2者，达 l1．8．但经几次继代培养后有玻璃化现象 

产生，有效芽变少。本试验 Damas1869李的增殖系 

数为7．1．虽然增殖芽不及前者多，但生长点良好，芽 

生长健壮，经多次继代并无不良现象。 

不同材料生根时，所用生长素种类、浓度不同。 

毕艳娟等[63对欧李的试验中以 1／2MS+IBA 1．0 mg／L 

为最好 ，陈子萱等-7]在对桃砧木 Nemaguard和 Lovell 

的生根 中采用 1／2MS+IBA0．5 mg／L为最好 ，生根率 

可达 80％和 66．7％ 孙新政等[53钙果4号欧李在 1／2 

MS+IBA 1．0 mg／L+KT 0．02 mg／L 中 生 根 率 可 达 

100％，但平均生根数最高的只有 2．3，不利于移栽。 

活性炭在诱导生根中有两面性，一方面吸附培养基中 

的非极性物质和色素等有害物质而有利于生根l8-9]． 

另一方面，也会吸附生根所必须的生长激素及其它 

营养物质而抑制生根㈣。本试验在生根培养基中未 

加活性炭的处理中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愈伤．且根 

系粗大，可能由于体内积累了较多的细胞分裂素．不 

利于生根，而加入活性炭后能有效的抑制愈伤的产 

生，根系生长正常，有利于组培苗的移栽。(本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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