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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妃 枣 "组 织 培 养 与 快 速 繁 殖 技 术 研 究 

李 俊 钟 宇 陈礼清 张 健H 
(I四川I农业大学林学 园艺学 院 雅安 625014；2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 院) 

贵妃枣(现在更名为调元枣)是 四川I省德 阳地 区 

的地方优良品种，也是川中丘陵区优良的多用途树 

种之一 ，目前市场价值 很高 。该 品种 的审定 及相关 

的科学研究工作 尚未见报道 ，而且繁殖速度缓慢 、繁 

殖系数低也 限制 了该地方优 良品种 的大 面积推广应 

用。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建立起快繁再生体系，可以 

为贵妃枣 的开发提供技术保证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处理 供 试材料取 自德 阳地 区地方 优 

良品种 贵妃 枣 2～3年生嫁接苗的带芽茎段 。 

外植 体处 理 ：选取长势 好 的枝条一 剪去 叶片一 

放于自来水下冲洗 2～3小时一洗衣粉浸泡 5分钟 

一 用软刷刷洗 干净一 流水 冲洗 3O分 钟一置 于超净 

工作台上。 

外植体消毒：7O 酒精浸泡 1 5秒一无菌水冲洗 

3次一O．1 升汞浸泡 5～8分钟一无 菌水 冲洗 5次 

一 滤纸 吸干 ，以备接种 ，建立无菌材料 。 

1．2 培 养条件 据已有文 献报道 及枣 的 自然 生态 

习性状况 (枣树 春天萌动发芽时间晚 ，发芽所需的温 

度稍 高 ，设 定 培 养条 件 为 温度 27±2 ℃，湿 度 

75 ，光强 2 000 lx，光照 14小 时／天 。 

1．3 初代诱导培养基筛选 外植体经过表面灭菌 

后 ，首先采用适 当的培养基 诱导 其生 长和分化 。启 

动培养基筛选试验采 用 3因素 3水平 正交 设计 ，3O 

天后统计接种各处理的启动率 。培养基 中附加蔗糖 

30 g／L，琼脂粉 7．5 g／L，pH 值 5．7。每试管接 种 1 

个外植体，每处理 7管，重复 3次。 

1．4 继代增殖培养基筛选 将初代培养阶段获得 

的无菌组培苗接种在增 殖培养 基上 ，注意 观察统 计 

组培苗生长变化情况。试验采用 4因素 4水平正交 

设计 ，以 3O天为周期 ，在 相 同培 养基 上连续 转接 ，3 

个月后统计其月平均增殖系数。培养基中附加蔗糖 

30 g／L，琼脂粉 7．5 g／L，pH 值 5．7。每 试管接 种 1 

个外植体，每处理 7管，重复 3次。 

1．5 壮苗培养基筛选 增殖阶段获得的组培苗生 

长细弱 ，不利于进行下一步的生根试验 ，因此将组培 

苗单苗接种在壮苗培养基上进行壮苗培养。试验采 

用 3因素 3水平正交设计，3O天后观察生长状况。 

培养基 中附加蔗糖 30 g／L，琼 脂粉 7．5 g／L，pH 值 

5．7。每试管接种 1个外植体，每处理每次接种 7 

管 ，重复 3次 。 

1．6 生根培养基筛选 把长势 良好 、单株高于2 cm 

的健壮组培苗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上。试验采用 4因 

素 3水平正 交设计 ，5O天 时统 计各 处理 的生 根率 。 

培养基 中附加琼 脂粉 7．5 g／L，pH值 5．7。每试 管 

接种 1个外植体，每处理 7管，重复 3次。 

1．7 炼苗移栽基质筛选 本试验采用逐步炼苗法。 

先将 已生根 的试管 苗试管 的瓶 口打开 ，在培养 箱里 

驯化 5～7天，随后取出生根苗洗净根部培养基，注 

意不要伤根 ；然后 在温 室里把 苗移栽 到各基质 中 ，用 

多菌灵 100倍液喷雾保苗，并用玻璃杯或透明塑料 

袋将幼苗罩住。待其 生长 良好时便可移 栽至大 

田_6_ 。基质类型设 ：河沙，腐殖质土，一般壤土，蛭 

石 +珍珠 岩+腐殖质土(1：1：1)。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代启动培养 茎段接入培养基 1O天后腋 芽 

萌动 ，嫩 叶细 长、扭 曲，黄绿 色 ；20天 后萌 出新 的侧 

枝 ，叶稍展 ，绿色并且茎粗壮 。启动 率方差分 析的 F 

检验结果表 明 ：基本培养基类型 、BA 和 IBA之 间差 

异都达 到极显著水平 。采用新复极差法 。进一 步对 

3因素各水平进行多重 比较 ，并结合极 差分 析，发 现 

影响启动率最大 的因素 为 BA，其 次是 IBA，再次 为 

基质培养基类型 。选取各 因素 的最优水平并结合初 

代培养正交试验方案，确定最佳组合为 9号处理 H 

+ BA 1．5 mg／L+ IBA 0．3 mg／L，启 动 率 达 到 

71．93 (见表 1)。 

2．2 继代培养 继代培养 1O天后，叶舒展 ，植株长 

高；2O天后芽苗数量增多，基部芽原基逐渐显露；30 

天后丛生苗簇生、拥挤，表现良好的增殖状况。F检 

验表明 ：基本培养基类 型、BA、KT和 IBA对 丛芽增 

殖系数的影响都达到极显著水平。综合各因素不同 

水 平间的多重 比较结果 ，推测 出 2MS+BA 2．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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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对贵妃枣外植体启动培养的影响 

注：均值士标准误后的字母表示按照邓肯氏新复极差法 

在 P一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 。下表同 。 

L+KT 0．05 mg／L+IBA 0．4 mg／L或 2MS+ BA 

2．0 mg／L+KT 0．05 mg／L+ IBA 0．8 mg／L为较 

好的丛生芽增殖配方组合。多重比较方差分析结合 

极差 分析的结果表 明，对 芽增殖效 果影 响力 由大到 

小依次 为基本 培养基 >BA> IBA> KT。在 试 验处 

理 中 ，可确定 17号处理 2MS+BA 2．0 mg／L+KT 

0．3 mg／L+ IBA 0．4 mg／L为最 佳 丛 生苗 增 殖 配 

方 ，增殖系数能达到 9．3(见表 2)。 

表 2 不同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对贵妃枣组培苗增殖效果 的影响 

2．3 壮苗培养 壮 苗阶段 主要是 培养 健壮 的元 根 

单苗 ，基部分化芽苗或显露根原基都 不利于壮苗 ；又 

由于枣树芽 较复杂 ，均为复芽 ，易萌发侧枝 ，因此 ，培 

养健壮 的单苗成 为进行 生根试验的首要条件 。本试 

验将由继代培养阶段所获得的芽苗在壮苗培养基上 

培养 ，大多数苗株高均有所增加 ，其 他外部形态指标 

也有相应变化。试验结果 表明，3O号处 理 1／2MS+ 

KT 0．5 mg／L+NAA 0．05 mg／L的植株 生长 状况 

最好，此培养基壮苗后的植株可有效地进行根的诱 

导(见表 3)。 

表 3 不 同培养基 和植 物生长调节剂 

对贵妃枣组培苗单苗壮苗培养的影响 

注 ：试验采用 3因素 3水平正交设计 ，基本 培养基设 
MS、1／2MS和 1／4MS；KT 设 0．1、0．5、0．8 mg／L， 
NAA设 0．05、0．2、0．5 mg／L。 

2．4 生根培养 生 根 比较 困难 ，2O天左 右植 株基 

部才开始膨 大，并显露 白色根原 基 ，生长缓慢 。F检 

验结果表 明 ：培养基类型 、IBA、NAA、蔗糖对生根率 

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多重比较方差分析结合 

极差法分析结果 可知 ，试 验 中 4个 因素对 根 的诱 导 

影响效果大 小 依 次 为蔗 糖 >培 养基 类 型 > IBA> 

NAA。综合各因素不同水平间的多重比较结果，推 

测出 1／8MS+IBA1．0 mg／L+NAA 0．5 mg／L+蔗 

糖 10 g／L为诱导生根阶段最佳组合。考虑到降低 

药品耗费 ，确定生根培 养中 43号处 理 1／8MS+IBA 

1．0mg／L+NAA 0．3mg／L+蔗糖 10 g／L为最佳 生 

根配方 ，生根率能达到 81．8Voo(见表 4)。 

表 4 不同培养基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对贵妃枣组培苗生根诱导 的影 响 

2．5 炼 苗移 栽 炼苗 移栽 3O天后 ，观察 到在腐 殖 

质土和蛭石+珍珠岩+腐殖质土上的植株表现较 

好，有新叶抽出且叶色鲜绿、平展，苗高和根长都有 

所增加 ，部 分苗还有新根 长出，成 活率也都超 过 

8O 。但考虑 到 植株 移 栽初 期 需要 更 多 的营 养成 

分，最终确定腐殖质土作为组培苗移栽的最佳基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2 中 国 南 方 果 树 2008年 第 37卷 第 4期 

能够保 证得到较高的移栽成活率 。 

3 讨论 

枣树具 有 组织 坚 硬 、生长 量小 、增粗 缓慢 等 特 

点；枣树的芽是复芽，有主芽、侧芽之分，萌发后能产 

生枣头、枣股、枣吊、叶片、一次侧枝、二次侧枝等；所 

以在枣树增殖培养时 ，要 剪除无用枝条 ，保留枣头枝 

条萌发，提高有效增殖倍数。枣树的组织培养研究 

存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建立了贵妃枣完整的组 

织培养再生体系，得到了不同培养阶段的最佳配方。 

壮苗培养阶段 ，一般是将组培苗接种在没有植物生 

长调节剂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但由于枣枝条细弱， 

增殖阶段难以粗壮，所以添加适当浓度的 KT并配 

合一定浓度 的 NAA，对 培养材料 生物 量的增加起 到 

促进作用。王宇等用两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相配合对 

赞皇大枣进行壮苗试验，效果显著，而且实际研究中 

也确实表现 良好的生长状况_6]。虽然一定浓度 的 

NAA对培养材料生物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但为防 

止出现生根现象 ，浓度不 宜太 高，否则达不到壮苗 目 

的 ，所 以 NAA0。05mg／L的较低 浓度 效果最 佳 。后 

期的炼苗移栽 ，是保 证组 培苗转化 为 田间正常生 长 

苗木 的关键环节 。移 栽时 ，选 在组培 苗移栽 最佳 季 

节春 、夏季进行 ，保证 有较 高的成 活率 ；而且 移栽 基 

质中含有较多的腐殖质成分。虽然，研究结果表明 

河沙和一般壤土中的移栽成活率也很高，但植株外 

部表现比在前两种基质中稍差，也许是因为后两种 

基质中腐殖质含量少、营养成分不够充足，未能及时 

补充给移栽 苗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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