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Anhui Agri．Sci．2007，35(11)：3173—3174 责任编辑 曹淑华 责任校对 王 森 

南果梨茎尖培养的初步研究 

马慧，陈丽静，钟鸣，李浩戈，郭志富，王学英，张丽 
(沈阳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辽宁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辽宁沈阳 110161) 

摘要 对大红南果梨的茎尖培养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以一定浓度的赤霉素进行预处理可提高组培茎尖的诱导率：不同激素浓 

度配比对茎尖的增殖作用不同，在所有的培养基组合中以MS+6一BA 4．0mg／L+NAA 0．4mg／L的增殖率最高。合适的培养条件为25℃± 
2℃，光照 2 000Ix，16 h光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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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果梨是秋子梨(Pyr．s／／,Ssuriensis Maxim．)中优良的地 

方品种之一。该品种果实色泽鲜艳、果肉细腻 、爽口多汁、风 

味香浓，适应能力及抗寒力强，高接树在一37℃时无冻害，且 

抗黑星病，因此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随着南果梨栽培年限 

增加，体内病毒不断积累，使南果梨的品质出现了退化的现 

象。目前生产上繁育苗木主要采用嫁接、扦插等方法，这种 

方法繁育苗木的速度慢、费工多、成本高【3l，而且无性繁殖使 

病毒通过营养体得到传递 ，并且病毒病无法用化学药剂防 

治，因而造成果树终生带毒，果实产量下降品质变劣。研究 

表明，病毒是通过维管束组织进行传播的，而茎尖中无维管 

束组织，且有很强的分生能力。因此，可以利用组织培养方 

法实现南果梨的脱毒快繁。 

影响植物组织培养的因素很多，包括基因型、外植体来 

源与生理状态、培养基中激素配比、光照、温度等因素。笔者 

研究了组培中激素预处理、培养基中激素配比、光照及温度 

等因素对南果梨茎尖培养的影响，为南果梨的工厂化育苗 

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南果梨供试品种为大红南果，采 自辽宁省阜新 

市阜新县。 

1．2 方法 

1．2．1 材料的处理。将从生长健壮的植株上采下的无病虫 

害的 1年生大红南果枝条剪下，用洗洁精逆向刷洗枝条后 

用 自来水冲洗干净。处理 I，将取得的材料冲洗后直接切成 

茎段(每个茎段带有一个腋芽)在流动的自来水下冲洗 30～ 

60 min，之后在超净工作台内进行无菌操作过程。其过程为 

先将材料用浓度 75％酒精浸泡 30～60 s，再用浓度0．1％氯 

化汞浸泡 8 min，无菌水冲洗 3～4次。灭菌后将茎尖剥出接 

种于灭菌后的培养基上。处理Ⅱ，将取得的材料先在浓度 

0．2 mg／iJ GA 溶液中浸泡 7 d(每天换 1次培养液)后再进行 

灭菌处理(方法同处理 I)。处理Ⅲ，将取得的材料以清水浸 

泡 7 d且每天换水，其他处理同处理 I。各处理的材料放置 

于 25℃±2℃、光照强度 2 000 lx、16 h光周期条件下。 

1．2．2 不同取材时间对茎尖再生的影响。分别于秋天(10月)， 

春天(4月上旬)取材，取材质量及材料的处理方法同“1．2．1”。 

观察不同取材时间对茎尖生长的影响。 

1．2．3 不同培养温度及光照对茎尖再生的影响。设计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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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温度：23℃±2℃、25℃±2℃、27℃±2℃；3种光照：自然 

光、1 000lx、2 000lx，研究环境条件对茎尖再生的影响。 

1．3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茎尖增殖的影响 植物激素对 

于茎尖的离体培养有重要的调节作用。配制了8种不同的 

茎尖增殖培养基(表 1)，以研究激素对大红南果梨茎尖再 

生的影响。接种后均在 25℃±2℃、光照强度 2 000 l 、16 h 

光周期条件下培养。 

表 1 8种茎尖增殖培养基配比 

MS+2．0 mc／L 6-BA+O．2 m L NAA 

MS+2．0 mc／L 6-BA+O．3 m L NAA 

MS+2．0 m L 6-BA+O．4 m L NAA 

MS+3．0 m L 6-BA+O．2 m L NAA 

MS+3．0 mc／L 6-BA+O．3 mc／L NAA 

MS+3．0 mvJL 6-BA+O．3 m L NAA 
MS+4．0 m L 6-BA+O．3 m L NAA 

MS+4．0mg／L6-BA+O．4me_／LNAA 

1．4 计算方法 

茎尖再生率= ×100％ 

茎尖增殖率=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茎尖诱导影响因素的研究 

2．1．1 不同预处理及取材时间对茎尖再生率的影响(表2)。将 

春季和秋季取得的材料都进行了不浸泡直接接种、赤霉素 

浸泡、水浸泡 3种处理，接种 30 d后调查茎尖的诱导率。观 

察发现接种在培养基上的茎尖，先是表面变为淡褐色，约 

4～5 d后茎尖顶端开始转绿；14 d后，长出新芽；21 d新芽开 

始伸开，长成叶片。另观察发现茎尖生长后会出现小老苗或 

褐变死亡现象，秋季取得的材料比春季取材更为明显。春季 

材料的各处理的诱导率均高于秋季取材的诱导率。 

表2 不同预处理对茎尖诱导率的影响 

处理 ％ 生长茎失效 ∥个 生长率 ／／％ 

注 ：接种茎尖数均为 2O。 

由表 2可以看出，经赤霉素浸泡处理后各取材时间的 

茎尖再生率都有所提高。秋季取材赤霉素处理比不浸泡和 

水浸泡的诱导率高出了25％，春季取材的赤霉素浸泡比不 

浸泡高了30％。 

2．1．2 不同温度对茎尖诱导率的影响 (表 3)。培养温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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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植体影响很大，且材料特异性很强，这主要受材料的生物 

学特性的影响。该试验对 3个培养温度范围进行了研究。试 

验结果表明：温度对南果梨茎尖的诱导有明显的影响。在一 

定的温度范围内诱导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JI3(23℃±2℃ 

25℃±2℃)，而超过这一范围温度再升高诱导率反而下 

降。试验结果表明：适宜的培养温度为25℃±2℃。 

表3 不同温度对茎尖诱导的影响 

2．1．3 不同光照强度对茎尖诱导的影响(表4)。试验结果表 

明，在自然光照下，茎尖诱导率和生长量均较低，2指标随 

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在光照为2 000 lx时，其 

茎尖诱导率和茎尖生长量为最高值，这表明南果梨离体培 

养要求高光强。 

表 4 不同光照强度对茎尖诱导的影响 

lx 30 d后茎尖生长量∥cm 茎尖诱导率∥％ 

2．2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南果梨茎尖增殖的影响 图 1 

表明：随着 6-BA浓度的增加，茎尖的增殖系数呈上升趋势， 

同时对6-BA与NAA的比值有一定的要求。从试验结果来看， 

在不同6-BA浓度下以6-BA／NAA的比值为 10时茎尖的增 

殖系数最高；在 6-BA浓度为2．0 mg／L时随着 6-BA／NAA比 

值的降低茎尖增殖系数变化不显著。在每一浓度梯度内6． 

BA／NAA的值过大过小均得不到最高的分化率。结果可看 

出，南果梨茎尖的诱导对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浓度及其 

配比有一定的要求。该试验所选用的培养基中以6-BA 4．0 

mg／L、NAA 0．4 mg／L为最佳增殖培养基。 

3 讨论 

3．1虽然大多数经组织培养的植物材料在温度 20～27℃条 

件下生长良好 ，但相对于自然生长的植株来说它对温度要 

求是严格的。该试验所设计的3个温度范围中，以25℃±2 

℃为最适生长温度 ，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南果梨茎尖 

的离体生长。这可能是由于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某些 

酶的活性，改变原生质结构状态，打破生理代谢平衡，所以 

幅  

磐 

6-BA浓度∥m∥L 

图1 不同激素浓度配比对茎尖增殖的影响 

不利于茎尖生长。在最适温度，茎尖从培养基中吸收营养物 

较快，各种酶活性高，代谢强，生长旺盛，增值系数高。 

3．2 很多植物发育与季节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结果这种季 

节的影响也反映在组织培养的再生特性上[21。特别是植物在 

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中受到内源激素的调控，这也影响到 

了组织培养中材料的增殖。内源激素随植物的生长时期而 

变化。因此，在进行器官分化及再生试验或试图利用组培这 
一 技术加速植物繁殖时，必须考虑到组织来源的器官的类 

型、培养组织的大小、器官的生理或个体发育年龄，以及取 

材的季节等。就取材的季节而言，它影响材料的激素水平， 

进而影响组培的质量。 

3．3 组织培养中合适的激素配比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 

试验的成败与否。在芽增殖的培养基中，细胞分裂素是必不 

可少的，而且以6-BA对芽的大量增殖最为有效。生长素在 

大多数情况下用 NAA或 IAA，但浓度不易过高；有时还加 

进低浓度的 GA，以促进芽的分化。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比 

例高时，有利于芽分化；比例低时，有利于根的分化；在两者 

比例适当时，则利于愈伤组织的形成。因此要根据培养的目 

的来选择细胞分裂素／生长素的比例。该{式验选用6-BA、NAA的 

浓度分别为4．0 mg／L和 0．4 mg／L，比值为 10，取得了较好的 

分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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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研究中认为，浓度为 2 mg／L的6．BA可以有效地促进 

芦荟茎尖的分化[31。该研究也表明，2 mg／L的6-BA对野葛的 

茎尖培养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生长素是植物生长发育必 

不可少的一类物质，它能促进生长点细胞的分裂和非生长 

点细胞的伸长，诱导根原基的发生和根系的生成。符文英等 

在对海南粗榧愈伤组织的诱导的研究中发现，NAA的添加 

有利于海南粗榧愈伤组织的生成，不利于茎尖成苗[41。而在 

该试验中，NAA的使用(特别与 6-BA的组合使用)可以促 

进野葛茎尖的分化成苗，这可能与植物基因型有关。PP1 是 
一 种高效低毒的植物生长延缓剂，现已应用于植物的组织 

培养领域，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提高植物的抗逆性，促 

进壮苗生根等都有重要作用。该试验表明，一定浓度的 P 

在野葛茎尖苗的生根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与朱道圩等人 

将 PP333运用到大花高代组培苗上的试验结果一致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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