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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13对桑树组培苗生长与分化的影响 

王军妮 ，黄艳红，鹿 伟 ，王彦文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山东泰安 271018) 

摘要 ：通过研究不 同浓度的稀土化合物 (I丑ck)对 桑树组 培苗生长分 化 以及 生根 的影响 ，确定 培养基 中加入 LaC13 

的浓度。在前人研究稀土元素对植物生理生化影响的基础上，本试验将不同浓度稀土化合物(I丑c )添加于桑树组 

培苗分化与生根培养基中，研究其对桑树组培苗生长与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浓度的 LaC1 (40 mg／L)能促进桑 

树组培苗的生长与分化，株高、生芽数、生根率、根长和根重都显著高于对照及其他浓度处理；分化芽数、株高及生 

根率分别 比对照高 84．2％、63．5％、12．5％；同时还能提高叶绿素含量，其中叶绿素 a含量为对照的2．o6倍，叶绿素 

b含量为对照的 1．64倍 ；并且能改变光合色素比例 ，提高过 氧化物酶活性 。高 浓度 LaC1 (60～ 80 mg／L)的促 进作 

用减小甚至会抑制桑树组培苗的生长。说明本试验条件下，有利于桑树组培苗分化及生根的 I丑c 最佳浓度为 4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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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optimum LaC13 concentration in culture medium of mulberry tissue 

seedling by testing the influence to the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ulberry tissue seedling from LaC13 on different con— 

centration．Based on the work of predecessor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rare earth element to the plant physiology bio— 

chemistry，different mass concentration LaC13 are chosen for culture medium to test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growth of mul— 

berry tissue seedl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low mass concentration rare earth element LaC13(40 mg／L)can accelerate 

the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ulberry tissue seedling．Th e plant height，the differentiated shoot rate，the root rate， 

the root length and the weight of mulberry tissue seedling are all better remarkably than the control check and the other 

mass concentration treatment．Plant height is 63．5％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check treatment．Rooting rate is 12．5％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check treatment．Differentiated shoots is 84．2％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check treatment．At the 

same time the low mass concentration rare earth element LaC13(40 mg／L)Can also increase chlorophyll content．The con— 

tent of chlorophyll a and 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b are 2．06 times and 1．64 times of the control check treatment respee- 

tively．Low mass concentration rare earth LaC13(40 mg／L)can also change proportion of chlorophyll，and enhance POD 

activity．The high mass concentration LaC13(60 mg／L，80 mg／L)reduced or even restrain the growth of mulberry tissue 

seedling．Th erefore，the optimum mass concentration of the rare earth element LaC13 that can promote differentiation and 

rooting of mulberry tissue seedling is 4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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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是元素周期表 中的 15个“镧系”元素和与 

“镧系”元素化学性质相似 的钪 、钇 17个 元素的总 

称。我国从 70年代开始 ，对有关稀土元素在农作物 

和园林植物中的应用及其生理基础进行了大量的试 

验研究工作。证实了施用一定浓度的稀土元素可 以 

促进种子萌发 、植株生根，有利于植株对矿质营养 的 

吸收和叶绿素的合成lI J。有研究表明 ，稀土处理后 

有利于生长素的合成 ，能影响许多酶 的活性，从而 

促进植物的生长。适量稀土元素可促进植物根系的 

生长发育 ，提高根系活力 ，促进根分化和代谢活动 ， 

提高根系对营养元素的吸收能力[2-31。在前人研究 

稀土元素对植物生理生化影响的基础上 ，本试验通 

过将不同浓度稀土化合物 (LaG1 )添加于桑树组织 

培养幼苗的培养基中，观察其对组培苗生长、分化以 

及生根的影响 ，选择添加的最适宜浓度 ，同时探讨稀 

土化合物 (LaG1 )对叶片内叶绿素含量及根系过氧 

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选择生长情况一致 、植株高度一致的无菌桑树 

(Morus alba)组织培养苗(为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组 

培室培养的桑树陕 305组培苗)，无菌条件下分别接 

种在生长分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上。分化培养基 

为 MS+4．0 mg／L 6一BA+0．2 mg／L NAA+25 g／L蔗 

糖 +6．5 g／L琼脂，调 pH 5．8；生根培养基为 MS+ 

0．5 mg／L NAA+25 g／L蔗糖 +6．5 g／L琼脂 ，调 pH 

5．8。在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0、10、20、40、60、80 mg／L 

的 LaC1 ，共 6个处理浓度 。每处理 4个重复 ，每瓶 

接种 4棵无菌苗。培养条件为：25±2 oC，光照强度 

1000N1500 lx，光照时间 12 h。培养 15 d后检测生 

长分化培养的组培苗生长和芽分化情况 ；调查统计 

生根培养 15 d的组培苗生根数及根长度 ，计算生根 

率，同时切下各种处理的根测定其过氧化物酶活性 

及幼苗叶绿素含量。过氧化物酶活性测定用愈创木 

酚 比色法 ，以每分钟 内 A 。变化 0．01为 1个 酶活力 

单位 (u)，叶绿素测定采用比色法 l4 J。 

2 结果与分析 

2．1 LaCI3对桑树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不同浓度 LaG1 含量的生长分化培养基上的桑 

树组培苗培养 15 d，生长分化检测结果(表 1)看出， 

当培养基中 LaG1 含量在 40 mg／L时 ，组培苗株高和 

分化芽数都显著高于对照及 20 mg／L和 10 mg／L处 

理 ，株高和分化芽数分别 比对照高 63．5％、84．2％； 

而 20 mg／L和 10 mg／L处理区能促进桑树组培苗的 

生长 ，但促进其不定芽分化效果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当 LaG1 含量超过 60 mg／L时 ，组培苗生长和不定芽 

分化都受到明显抑制 ，显著低于对照。因此 ，促进桑 

树组培苗生长和不定芽分化的 LaC1 最适浓度为 40 

mg／L(图 1)。 

表 1 LaCh对桑树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LaCh to growth of 

mulberry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注(Note)：表中不同字母 表示差异达 1％ 显著 水平，下同 Differ． 

ent letters means significant at 1％ level，and the same symbol is used for 

table 2． 

CK 40medmLLaCls 

图 1 LaCh对桑树组培苗生长与分 化的影 响 

Fig·1 Influence of LaCIs to growt h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ulbe rry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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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aCI 对桑树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不同浓度 LaC1 含量 的生根培养基上的桑树组 

培苗培养 15 d后 ，生根检测结果(表 2)看出，当 La． 

cl 含量为 40 mg／L时，组培苗生根率 、根长度、根重 

与对照明显不同，其组培苗生根率、根长度 、根重都 

显著高于对照及其他浓度处理 ，生根率和根重 比对 

照分别高 12．5％、31．9％。因此，促进桑树组培苗生 

根的 LaC1 最适浓度为 40 mg／L(图 2)。 

表 2 LaCI3对 桑树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Table 2 Influence of LaCI3 to rooting of mulberry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CK 40mg／n~ LaC13 

图 2 LaCh对桑树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LaCh to rooting of mulberry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2．3 LaCI 对桑树组培苗叶绿素含量和过氧化物酶 

(POD)活性的影响 

生根培养基上的桑树组培苗培养 15 d后 ，Lacl 

浓度在 10～40 mg／L时 ，根系 的过氧化物酶活性 和 

叶绿素含量都呈 明显升高趋 势，在浓度 40 mg／L时 

二者均达到最高值 。LaC1 浓度在 60 mg／L时，过氧 

化物酶活性和叶绿素含量开始下 降，80 rag／L时二 

者均明显低于对照(图 3)。图 3中还看 出，叶绿素 a 

含量与叶绿素 b含量变化虽呈 相同趋势 ，但叶绿 素 

a 的增加量要高于叶绿素 b，当培养基 中 LaC1 含量 

为 40 mg／L时，其叶绿素 a含量为对照的2．06倍 ，叶 

绿素 b含量为对照的 1．64倍 。 

3 讨论 

本试验应用组织培养法研究 了稀土元素镧对桑 

树组培苗生长及不定芽分化的影响，结果看出，适当 

浓度的 LaC1 可促进 桑树组 培苗的生长与不定芽分 

化 ，同时促进根部生长和提高生根率 ，与前人对其他 

植物 的研究 结 果 相 同~5-6]。本试 验 结 果 表 明，40 

mg／L的 LaCI 不仅可提高桑树组培苗叶绿素含量， 

还可改变叶绿素 a与叶绿素b的比例，促进叶绿素 a 

§善 
8 

喜 
耋 
u 吉 

0 20 40 60 80 

LaC13浓度(mg )LaC13 concentration 

图 3 LaCh对桑树组培苗过氧化物酶活性和 

叶绿素 含量 的影 响 

Fig．3 Infl uence ofLaCh to POD activity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of mulberry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的增加，使得 叶色深绿 ，促进光能的吸收 ，增强光合 

作用的进行 ，同时还可提高过氧化物酶活性 ，从而提 

高根系的活力。 

稀土元素可能通过增强植物细胞膜的通透性 ， 

进而增强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与转化，促进 

植物细胞生长及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与释放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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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稀土离子能维持细胞膜的通透性和稳定性 ，提 

高细胞膜的保护功能，增强植物对不 良环境的抵抗 

能力，加强代谢过程中的氧化酶系统活性 ，有效地抑 

制病原体侵染 ，从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 

据报道 ，LaC1 对植 物的影 响主要是从 矿质营 

养、光合作用以及抗逆性和与植物激素协 同作用等 

各方面来影响植物生理生化，表现在促进种子发芽 ， 

促进幼苗生长和促进根的生长与分化_1一。本文仅报 

道了 LaC1 对桑树组培苗生长、分化 以及生根和对 

叶片内叶绿素含量及根系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 

关于 LaC1 对桑树矿质营养及抗逆性等方面的影响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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