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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 1号"草莓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任平国 ，徐启红 ，侯凯2，张胜 ，党卫红 
(1．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漯河 462000；2．漯河天翼生物T程有限公司，河南漯河 462000) 

摘要 [目的]探讨低成本下草莓试管苗的快繁技术。[方法]以“童子1号”草莓匍匐茎的顶芽为试材，以附加不同浓度 BA、NAA的Ms 

培养基诱导和增殖草莓小苗，记录组培苗的诱导与增殖情况。带顶芽的茎段基部蘸不同浓度的 IBA、NAA、IAA，观察生根情况。[结果] 

草莓低成本下最适诱导分化培养基为 Ms+BA 0．5 mg／L。BA明显促进芽的增殖，KT会影响芽的增殖率。最优的增殖培养基为 Ms+ 

BA0．5 mg／L。3种不同浓度激素处理组培苗的生根差别不大。组培苗瓶外生根蘸取的最佳生长调节剂浓度为IBA800mg／L。试管生根 

苗直接移栽的成活率高达99％。[结论]所有培养基均以3％食用白砂糖代替蔗糖，以自来水代替蒸馏水，大大降低了培养成本，每株成 

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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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eneration Tedmique ofStrawberry“Tongzl 1 

RENPing-guo et al (Luohe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Luohe，Henan 462000) 

AbsU'act [Objective]111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of strawberry seedli~s in viⅡU with low COSt．1Method J Witll 叩 

buds onthe stolon oftongzil asmaterial，the s￡edling of strawberrywasinduced andmultipliedinMSinedillinmixed BA、NAA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and the effect ofitsinduction andmuhiplieafionwasinvestigated．111e rooting effect ofthe baseofthe stemwithtopbud shocking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IBA，NAA andI从 was studied．1 Result J optimuminedillinfor differentiationwas MS+BA0．5mg／Linlow cost condition．BA couldimproved 

the propagationof shoot，while KT could decreaseits propagation． optimuml'lleditRnforpropagationwasMS+BA0．5m#L． effect ofrooting dur— 

i豫 3 plant growth regulato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had a slight difference．111e optimum concentration of soaking root was IBA 800 m#L out ofloot— 

de．111e direefly transplant living rate of seedl诹 researched 99％．1Conclusion J 111e cost could be decreased markedly with 3％ edible sugar instead of 
sucrose andtapwaterinstead of distilledwa ter，andthe cost ofmedia per plant could be decreasedto 75％ 。 

Key words “Tongzi1”；Strawberry；Tissue culture；MS medium 

草莓(Fragaria OIRTYRTIssa Duch)是蔷薇科草莓属宿根性多 

年生草本植物，其栽培面积和产量在世界浆果类水果生产中 

仅次于葡萄_lj。草莓具有适应性广、栽培容易、结果早、产量 

高、收益好等优点，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天然高档食品E2]， 

除供鲜食外，还可加工成罐头、酱、酒、饮料等制品，并有较高 

的医疗保健作用_3j。但由于长期的葡匐茎无性繁殖，易受病 

毒侵染而使品种退化_4j，产量、质量也下降明显。利用草莓 

茎尖培养快繁技术可部分或全部脱除病毒，保持草莓品种的 

优良l生状，提高产量_5 J。 

“童子 1号”草莓是漯河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于 1998 

年从国外引进的草莓品种中选育而成的新品种，也是 目前理 

想的鲜食和加工兼用品种。该品种果肉红色，细密坚实，硬 

度大，可切块或切片食用，保质期长，极耐贮运。果实香浓， 

味甜微酸，风味和口感特好。其抗逆性和适应性强，在高温 

和低温下畸形果少。抗灰霉病、白粉病，是目前 日光温室内 

最优的特大型鲜食草莓品种。为使草莓工厂化育苗、规模化 

生产得到技术支持，使“童子 1号”草莓得到进一步推广，笔 

者自2006年起开展了草莓试管苗低成本快繁技术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童子 1号”草莓，由漯河天翼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提供。 

1．2 方法 

1．2．1 材料的消毒与处理。取健壮的“童子 1号”草莓匍匐 

茎顶端约 2～3 cm长的顶芽，用 自来水冲洗 2～3 h后，用小 

镊子摘除匍匐茎的外部大叶，再用 70％的酒精消毒 30 s，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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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于0．1％的升汞中消毒 6～8 min，再用无菌水冲洗 6～ 

8遍。 

1．2．2 诱导分化与增殖。切取0．5 mm左右大小茎尖接种于 

附加不同浓度 BA、NAA的MS诱导培养基上，所用培养基以 

3％食用白砂糖代替蔗糖，加琼脂 0．7％，以自来水代替蒸馏 

水，pH值在高压灭菌前调至6．0，每瓶接种 3个材料，接种后 

移至培养室内培养。培养条件为光照 1 500～2 500】x，14 

h／d，温度 (25±1) 。 

把诱导分化出的草莓小苗转接人继代增殖培养基，培养 

基成分同诱导分化培养基。接时把芽团分细小些，约 5 

株／瓶，约30 d继代 1次，记录组培苗的增殖情况。 

1．2．3 生根与炼苗移栽。组培苗生根移栽，一般要在培养 

基内添加生根激素，20～40 d后，将生根瓶苗移至室外炼苗， 

洗净琼脂，再移植在基质土中，其过程较麻烦，成活率不太 

高。所采用的滤纸桥瓶外生根，基本能解决上述问题[引。 

试验选用 3种生长调节剂：IBA、NAA、IAA，每种激素浓 

度分别为200、500、800和 1 000 mg／L。选择继代培养健壮的 

草莓苗，剪取 1．5～2．0 cm长的带顶芽的茎段，将其基部蘸 

有一定浓度的生长素，轻轻插入滤纸桥中，放人棚内含有一 

定营养液的容器内，启动调控措施。观察茎段的生根情况， 

挑选生根较好的组培苗进行移栽。 ’ 

2 结果与分析 ’ 

2．1 生长调节剂对草莓茎尖诱导分化的影响 由表 1可 

知，草莓茎尖的成活与生长都需要 BA的参与，而对 NAA并 

无要求；BA的最适浓度为 0．2～0．5 mg／L，而以 0．5 mg／L的 

成活率较高。但 BA浓度过高也会影响茎尖的成活与生长。 

当BA浓度达到或超过 1．0 mg／L时，成活率明显下降。因 

此，诱导“童子 1号”草莓茎尖成活与生长的撮 适培养基为 

MS+B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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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浓度的 BA、NAA对草莓茎尖诱导分化的影响 

呦 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emmmtrafiom of BA aim NAA on ind~dion 

aim diffe~ fion of strawberry shoot tip 

2．2 生长调节剂对草莓丛生芽增殖的影晌 将诱导出的 

“童子 1号”草莓健壮苗转接到继代培养基上，培养 30 d后， 

调查芽的增殖情况。 

由表 2可知，芽的增殖与茎尖诱导一样，受BA的促进影 

响比较明显，添加KT反而会影响芽的增殖率。当BA浓度为 

0．5 mg／L时，芽的增殖系数为7．13，添加 KT 0．1 mg／L时，芽 

的增殖率下降到了2．93；当 BA浓度为0．2 mg／L时，芽的增 

殖系数为2．40，添加 KT 0．1 mg／L时，芽的增殖率下降到了 

2．20。但添加 KT或高浓度BA有助于苗的长高，出于增殖的 

目的，最优的增殖培养基为 MS+BA 0．5 mg／L。 

表2 不同浓度的 BA、KT对草莓丛生芽增殖的影响 

I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afiom of BA aim KT on adventitious 

buds proliferation of strawber~ 

注：接种数均为30个，培养时间均为 3o do 
Note：Number of inoculated bud is 30．Culture time is 30 d． 

2．3 生长调节剂对草莓培养苗生根的影晌 由图 1可知， 

“童子 1号”草莓组培苗对不同浓度下的 3种激素的反应相 

差不大，只是在生根率上，IBA较其他两种激素略强一些。当 

IBA浓度为800 mg／L时生根率相对较高。移栽的头 3 d，中 

午前后盖遮阳网以防止光强过大，3 d后撤去遮阳网，当棚内 

温度超过33℃时再加盖遮阳网。移栽 20 d后观察成活情 

况。试验表明，由于试管生根苗已具备发育较良好的根，移 

栽的成活率高达 99％，高于瓶内生根的组培苗。 

200 500 800 1 000 

激素浓度 Hormone concentrationⅣrog／L 

图1 不同浓度的IBA、NAA、IAA对草莓生根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eoncentratiom of IBA，NAA and IAA 衄 

strawberry moang 

3 讨论与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童子 1号”草莓诱导分化培养基配方 

为：Ms+BA 0．5 mg／L；继代增殖培养基 MS+BA0．5 mg／L；组 

培苗瓶外生根蘸取的最佳生长调节剂浓度为 IBA 800 mg／L。 

试验中所有培养基均以食用白砂糖代替蔗糖，加入量为 3％， 

琼脂0．7％，以自来水代替蒸馏水，降低了培养成本。不同学 

者对草莓茎尖培养基本培养基试验结果的报道有差异，如陈 

振光认为草莓茎尖培养激素用量宜低，BA浓度过高，形成的 

芽丛生长会停滞，成莲座状_7J，这可能与品种有关。在“童子 

1号”草莓茎尖诱导过程中，BA浓度在 0．5 mg／L，不加 NAA 

反而效果好。这与董淑英、何欢乐等的研究报道一致[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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