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提高再生苗的移栽成 

活率 ，同时减 少嫁接方 面的过 

多程序和经济费用 ，对 IBA(吲 

哚丁酸)影 响组 培苗生 根进行 

了研 究，希 望能对提 高转基 因 

棉花再生株的移栽成活率有所 

帮助 。 

1材料和方法 

取 R15和冀 713含两到三 

片真叶的无 菌苗 (切掉下 胚轴 

及子叶部分)转至含不同 IBA 

浓度的 1／2MS培养基 ，检测不 

定根数和根毛数，进行统计 分 

析。试验(1)IBA含量对棉花组 

培苗生 根 的影 响 ，设 0、1、2、 

3、4、5、6、7、8九个处理，分 

别含 IBA 为 0 、0．1、0．2、 

0．3、0．4、0．5、0．6、0．7、0．8 

mg·L～；(2)IBA对 不同棉花 

品种 组 培 苗 生 根 的影 响 ，设 

IBA 为 0．2 、0．3、0．4、0．5 

mg·L 四个处理 。 

2结果与分析 

2．1 IBA含量肘稀花组培 苗生根的影响 。无菌苗在 

转至培养基后一周开始 长出不定 根，随后在不定根 

上长出根毛 ，20天左右统计各处理不定根数和根毛 

数(表 1)。由表 1结果可以看 出，IBA对棉 花组培 

苗生根有一定 的影 响，在 0．2 mg·L 的培养基 

上，生根数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由平均每株 1个增 

加到了 2．7个 ，然后 随着 IBA含量 的增加 ，在 IBA 

含量为 0．5～0．7 mg·L 时，不定根 的生长数稳 

定在一个范围内，每株平均为 2．9～3．3个不定根 。 

表 1无菌苗在不同 IBA含量的培养基上的生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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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IBA对根毛的影 响除 了在 0．3 mg·I 中有一 

个突然的下降外，随着 IBA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2．2 IBA与不同棉花品种组培苗生根的关系 由轰 

2看出，在 IBA含量为 0．3、0．4、0．5 mg·L 的培 

养基上 ，不同棉花 品种 的生根 数差别 不大，在 IBA 

含量为 0．2 mg·L 的培养基上 ，冀 713的生根状 

况明显好于 R15。但从总体结果看 ，不同品种组培 

苗之间生根状况差异不大(图 1)。 

表 2 不同培养基对不同棉花品种生根的影响 

种 不定根数 根毛数 

| f令 

O．2 

图 1 不同品种的生根情况 

3结论 

棉花属直 系生根植 物，在 无外 源激 素 的情 况 

下 。转基因再生苗及组培苗生根 比较困难。 16 

· 15 · 

0  0  0  
¨ C；  ̈

7  2  7  7  7  7  O  O  O  8  5  9  

1  3  2 } 1  1  1  l  2  1  

3  3  3  3  均 均 均 ” 均 

R 冀 平 R 冀 平 R 平 R 冀 平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鄂杂棉1 2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初报 
南策雄 ，李 蔚，黄晓丽 ，伊菊喜 ，卢华平，张登科 

(湖北省黄 冈市农科院 438000) 

鄂杂棉 12是湖北省黄 冈市农科 院选育的高产 

优质抗病杂交棉新品种 ，2005年通过湖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 ，2006年 列入湖北省 主推 品 

种。为 了探索该品种的高产栽培技术措施 ，为该品 

种的推广应用提供 依据，2004年对鄂杂棉 12进行 

了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 

1试验方法 

试验在 黄 冈市农科 院梅 家墩 试验 基地进 行。 

前茬为白菜型油菜。4月 27日收获。土壤 为冲积 

灰 潮 土。试 验选 密度 (A)、施 纯 氮量 (B)、缩 节胺 用 

量(C)三因素作 为高产栽培技 术措施研 究对 象，采 

用三 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设计，按 L9(3 )正交表安 

排试验 ，共 9个处理组合，3次重复，随机排 列，小区 

面积 20 m 。供试品种 为鄂杂棉 12。4月 15日播 

种，采用塑膜覆盖营养钵育苗。4月29日移栽。试 

验栽培管理均按 高产栽培要 求进行。试验施 氮肥 

全生育期分 5次进行，即底肥、苗肥、蕾肥、花铃肥、 

盖 顶肥 各 占总 量 的 1／4、1／8、1／8、3／8、1／8，缩 节胺 

分 3次喷洒 ，即盛蕾期喷施 总量 的 1／6，盛花期喷 

1／3，打顶前后喷 1／2。 

棉花全 生育期 间记载生育期 、苗情动 态、单株 

铃数 ，调查 实际密度 ，测定铃重、衣分，实收计产等。 

2结果与分析 

2．1裁培因孝对卢 量的影响。 由表 1可知，不 同处 

理组合 间的产量差异较大，6号组合产量最高，每公 

顷 2415．33 kq，1号组合产量 最低 ，为 1867．17 kg。 

经方差分析密度和施 纯氮量 两 因素 的作用非常显 

著，是影响鄂杂棉 12产量的主要因素，缩节胺用量 

对鄂杂棉 12产量作用不显著。再从三因素的 K值 

看 ：密度 因素的 Kz>K >K。，说 明第二水平最优， 

经显著性测验 ，第二 水平与第一水平、第三水 平间 

均达到极显著性水准，因此 选取 密度每公顷 26250 

株 ，施纯氮量 K。>K。>K ，说 明第三水平最优，经 

显著性测验 ，三水平间均达到极显著性 水准，因此 

选取施 纯 氮量每 公顷 300 kg；化控 量 K3> K1> 

K2，每公顷缩节胺用量以 150 g为宜。 

2．2裁培 因孝对卢 量主要经莽性耿 的影响。表 2表 

明，随着密度的增加，单株铃数明显下降．铃重有减 

轻趋势，而衣分有增加趋势，幅度较小。随着施氮 

量的增加，单株铃数明显增加 ，铃重 明显增重，衣分 

则随之下降。单株铃数和铃重随着缩节胺用量的 

增加而增加 ，但 增加 幅度较 小，而衣分却随着缩节 

胺量 的增加 而 降低 。 

表 1 产量结果表 

表 2 栽培 因素对产量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3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密度和施氮量是影响鄂杂棉 12 

产量的主要 因素 ，化控量对产量的影响不大。鄂杂 

15⋯(杜春芳 ，等)IBA对棉花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通过本试验 ，发现在培养基 中添加 IBA可以有效增 

强基因再生苗及组培苗的生根能力 ，适宜的浓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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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12植株较高大松散 ，结铃性强，在进行 高产栽培 

时，每公顷密度 以 26250株 、施氮量以 300 kg、缩节 

胺 用量 以 150 g左右 为宜 。 ● 

围为 0．2～0．6 mg·L 。本试验在每升培养基含 

IBA0．2 mg时 ，生根情况也较好 ，但不同品种反应 

差异明显。因此 ，针对 不同的棉 花再生苗 生根，其 

生根培养基 应该有一 定的变 化，才 能达到最 佳的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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