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An}luingn．Sci．2008，36(6)：2235—2237 责任编辑 李玮 责任校对 李玮 

加拿大披碱草 X肥披碱草杂种 F1幼穗组培再生体系的研究 

李一J、雷，于卓 ，马艳红，谢芳利，李造哲，周亚星 (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ol0o19) 

摘要 [目的]筛选适宜加拿大披碱草×肥披碱草种间杂种Fl愈伤组织诱导、幼苗分化和生根的最适培养基。[方法]以加拿大披碱草 

×肥披碱草种间杂种 Fl幼穗为外植体，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的激素和营养物，探讨了2，4_D、6-BA、NAA与IBA4种激素不同浓 

度对杂种 愈伤组织的诱导、分化及生根的影响，建立了组培再生体 系。[结果]激素 2，4_D对杂种 愈伤组织诱导起决定性作用。适 

宜杂种Fl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Ms+cH 300．0 mg／L+2，4_D 2．0 mg／L，诱导率达 100％；适宜幼苗分化的最佳培养基为：Ms+ 

CH 300．0 ng／L+6-BA 2．0mg／L+NAA 0．4mg／L，分化率达73．3％；适宜生根的最佳培养基为：MS+CH 300．0mg／L+IBA 0．5 mg／L，生根 

率达 86．7％；组培苗经过炼苗移栽得到了完整植株。[结论]杂种 组培再生体系的建立为新种质的保存奠定了基础。2，4_D适宜浓度 

为 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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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Tissue Culmre and Regeneration System of Hybrid F1 of同 canadensis x E．excelsus 

U Ⅺa lei et al (A舯 College，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 Ol0ol9) 

Abstract lObjectivej 1he aim of researchwastoscreenthe optimalmedium of callusinduction，plantlets differentiation and rooting ofhybrid Fl ofEZy一 

， Canodens／s×E．exce~us．f Methodl W汕 young spikes of hybrid Fl of E．Canadens／s×E．exce~us as explant and MS  as basic mediunl，the 
different hormonesand nutrientswere addedtotheMS ITIOJill／nto discussthe effect of4 kinds of hormonesincluding2，4-D，6-BA，N从 andⅢA．onthe 

callus induction，plantlet differentiation and rooting of hybrid Fl and the plant regener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Resultj 1he hormone 2，4_D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callus-inducing of hybrid FI、1he optimal m~ ll／n of callus induetion of hybrid Fl was MS + CH 300 0 mg／L + 2，4-D 2．0 mg／L 

wi山 the induetion rate of l00％ ．The optimal medium ofplantlets differentiation was MS + CH 300．0 mg／L +6-BA 2．0 mg／L + NAA 0．4 mg／L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rate of73．3％ ．1he optimal n,le~ll／n of rootingwas MS + CH 300．0mg／L+I13A 0．5mg／Lwiththe rooting rate of 86．7％ ．andthe 

regenemtod plant was obtainod after acclimatization and transplanting．【Conclusion J 1he establishment of tissue 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system laid a 

foundation for preservation of germplasm l~SOUl-Ce． 

Key words Elymus canadensis；E．exce／．sus；Interspecific hybrid Fl；Callus tissue induction；Plant regeneration 

具有高产、优质等特性的四倍体(2n=4x=28)北美洲草 

原栽培牧草——加拿大披碱草(Elyrrms canadensis L．，染色体 

组 SSI-n~)与产于内蒙古草原具抗旱、抗倒伏、抗病虫、耐瘠薄 

等特性的六倍体(2n=6x=42)野生驯化草种——肥披碱草 

(E．exce／sus Turcz．，染色体组 seseHeHeYY)组配杂交，成功地 

获得了具有双新优良特性的多年生五倍体(2n=5x：35)种间 

杂种f’I代，观察发现，杂种 Fl植株生长势强，育种潜力大，但 

杂种高度不育 1-4J。有关加拿大披碱草与肥披碱草种间的 

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笔者对加拿大披碱 

草×肥披碱草 F 进行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研究，旨在 

为F 新种质保存及利用离体染色体加倍方法克服杂种的不 

育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加拿大披碱草 ×肥披碱草种间杂种 F1，取自内 

蒙古农业大学农作物试验场的披碱草属种间杂交圃。 

1．2 培养基设置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的激素和 

营养物，设置不同的浓度梯度，以筛选最适培养基。所有培 

养基均含 30 L蔗糖、7 L琼脂粉、300．0 mg／L水解酪蛋白 

(cH)，DH值5．8，121 cc灭菌25 min。 

1．2．1 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MS+2，4-D(0、0．5、1．0、1．5、 

2．0、2．5、3．0,wc'L)。 

1．2．2 幼苗分化培养基。Ms+6一BA(2．0,wc'L)+N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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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0．6、0．8、1．0 mg／L)。 

1．2．3 生根培养基。Ms+IBA(0、0．5、1．0、2．0 mg／L)。 

1．3 外植体处理及培养过程 F 处于小穗分化期时，取生 

长一致的植株剥去主茎外层叶鞘，保留含嫩叶部分的幼穗。 

在超净工作台上用 75％酒精浸泡2 min，无菌水冲洗3次，然 

后用0．1％次氯酸钠消毒 7 min，无菌水冲洗 5次，再切成2～ 

3 mill的小段，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上，24—26 cc暗培养30 d后 

统计诱导率。挑选诱导形成的色泽暗黄、结构致密、颗粒较 

小的胚性愈伤组织，转接于继代培养基培养 15 20 d，待大部 

分愈伤组织开始膨大时，再转接到幼苗分化培养基中培养， 

温度 26—28 cc，相对湿度 75％，光强 2 000—3 000 lx，光照时 

间14—16 h／d，培养 10 d后统计绿色芽点率。待幼苗长到5 

am以上时转至生根培养基上培养，20 d后统计生根率。 

1．4 炼苗与移栽 将生根培养20 d后的培养瓶封口膜打开 

放在阴凉处，7 d后将幼苗取出，用清水洗净根部残留的培养 

基 ，稍蘸取0．1 mg／L的1BA溶液移栽至经高温灭菌过的装有 

沙壤土的塑料盆中，室温下遮阴培养 1周后，可在阳光下正 

常生长，并定期浇水保证水分需求。 

1．5 数据处理 愈伤诱导率=(形成愈伤块数／接种外植体 

总块数)×100％；愈伤分化率 =(有芽形成的愈伤组织块数／ 

接种的总愈伤组织块数)×100％；生根率=(生根幼芽数／接 

种幼芽数)×100％E5 3。 

2 结果与分析 

2．1 愈伤组织的诱导及继代培养 F 代幼穗在含有不同浓 

度2，4一D的诱导培养基中暗培养30 d，幼穗切段的不同部位 

开始产生乳白色且表面湿润的愈伤组织，其体积比较小，35 d 

后愈伤组织体积逐渐增大，表面开始变干燥、结构致密且为 

黄色 、呈颗粒状生长良好 的胚性愈伤组织(图 1a)，观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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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愈伤诱导率(表 1)。由表 1可知，在含有 2， D的MS培养 

基中，供试材料都能长出愈伤组织，而不含 2， D的MS培养 

基中没有长出愈伤组织；随着培养基中2， D浓度的增加， 

愈伤组织的诱导率逐渐增加，当2， D浓度达到2．0 mg／L时 

愈伤组织的诱导率为 100％，当2， D浓度继续增加时其诱 

导率反而下降。这表明激素2， D对愈伤组织诱导起决定 

性作用，2，4一D适宜浓度为2．0 mg／L。 

表 1 不同浓度的2。4-D对供试材料幼穗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l~lble 1 Effect 0fdifferent 2-4-D eoneentrafion on callusindudion ofinmlamre slakes oftested~ants 

2．2 愈伤组织 的分化 由表 2可知，当 6-BA浓度为 2．0 

ms／L时，随着 NAA浓度的增加，愈伤组织的分化率逐渐增 

加；在6-BA 2．0 mg／L+NAA 0．4 mg／L时，愈伤组织的分化率 

达73．3％，且再生植株生长良好(图lb～d)；随着N&A浓度的 

继续增加，愈伤组织的分化率开始降低且植株矮小，同时有 

少量根系出现；当 NAA浓度达到 1．0mg／L时，愈伤组织分化 

很慢 ，并有大量的须根出现。表明 6-BA 2．0 mg／L+NAA 0．4 

mg／L为Fl代的适宜分化培养基。 

表2 不同浓度的6-BA与 NAA组合对供试材料愈伤组织分化的影响 

1阻bIe 2 Effect ofdifferent 6-BA andNAA concentration c(1nbina~on on callus differentiation oftested plants 

表3 不同浓度的IBA对供试材料生根的影响 

'I~lbJe 3 Effect ofdifferentIBA concentralion on珈0tiIlg oftested plants 

IBA浓度∥『rlg／L 接种的 生根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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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由表 3可知，分化出来的健壮小 

苗在 IBA浓度为0、0．5、1．0、2．0 mg／L培养基中均能诱导生 

根，但 以IBA0．5 m#L的生根率最高(86．7％)，且根系粗壮， 

数量多，移栽后更容易成活(图 1f)。 

3 讨论与结论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常用生长激素和细胞分裂素刺激和 

诱导细胞脱分化，并控制植物的生长发育，一般 2， D、NAA 

对细胞分裂、愈伤组织生长表现为促进作用，6-BA对细胞分 

裂、愈伤组织生长表现为抑制作用 j。该试验以加拿大披碱 

草×肥披碱草种间杂种 F 的幼穗为外植体，探讨了2， D、 

6-BA、NAA与IBA 4种激素不同浓度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分化 

及生根的影响，建立了组培再生体系。在愈伤组织诱导过程 

中，Ms培养基添加2．0 rng／L的2， D最适于愈伤组织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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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诱导的愈伤组织；b～e．愈伤组织分化成苗；f．移栽后的成活再生植株。 

Note：a、Callus induction；b—e．Process of callus differentiation；f．Regenerated plants after transplanting 

图1 加拿大披碱草×肥披碱草杂种 F1再生植株的形成过程 

．1 Plant regeneration ofhybrid F1 of E／ymus canadens／s×E．exce／sus 

其诱导率高达 100％，且愈伤组织生长状况好；在诱导幼苗分 

化时，以Ms培养基添加6-BA 2．0mg／L+NAA0．4mg／L分化 

率最高(73．3％)，且再生苗生长健壮；采用 MS培养基添加 

IBA进行生根培养，当 IBA浓度为 0．5 m#L时，生根率达 

86．7％，生根效果最好，而且幼苗移栽之后易于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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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寒羊多胎性能分子标记研究方面作 了初步探讨 ，筛选出 

若干与小尾寒羊产羔性能相关的微卫星标记。笔者用 5个 

微卫星基因座对小尾寒羊的产羔数进行标记研究，找到了 3 

个显著标记，进一步丰富了小尾寒羊高繁性能分子机制的内 

容。BM1329的 5个等 位 基 因 中，148 bp的效 应 值 最 高 

(0．432)，且与其他等位基 因的效应值之 间差 异显著(P< 

0．05)，这与储明星等的结果明显不同。储 明星等 5]研究了 

两个微卫星基因座(O~rAEIO1和 BM1329)，找到 了与小尾寒 

羊产羔数显著正相关的基因型 146 bp／158 bp及等位基因 146 

bp／148 bp，与小尾寒羊的产羔数显著负相关。结果的差异可 

能与种群和采样有关。OarHH55位点未找到显著的标记，与 

雷雪芹等 6J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该研究对小尾寒羊乃至其 

他绵羊产羔性能进行标记辅助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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