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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翅滨藜无性系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李占成，崔根芳，李 宁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山西 大同037008) 

摘 要：用四翅滨藜茎段、茎尖、嫩叶等外植体在不同培养基上培养，结果表明：茎段、茎尖外植体的诱导芽 

和愈伤组织诱导率高，启动诱导培养基以1／2 MS+KT0．5 ms／L+2，4一D 1．0 ms／L最好；诱导愈伤组织增 

殖的培养基以Ms+KT 1．0 ms／L+2，4一D 0．05 ms／L最好，增殖率可达3倍以上；丛生芽增殖培养基以 

Ms+KT 0．5 ms／L+NAA 0．1 ms／L和Ms+6一BA 0．5 ms／L+NAA 0．1 ms／L效果好，增殖率均在5倍以 

上；生根培养基以1／4 MS+NAA 0．5 ms／L和1／4 MS+IBA 1．0 ms／L效果好。组培快繁取材广泛，繁殖系 

数高，是加快四翅滨藜种苗繁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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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Multiplying Technique by Clone Tissue Culture 

in Atriplex Canescens 

LI Zhan-cheng，CUI Gen—fang，LI Ning 

(Crops Research Imstitute in High lxttitude and Cold Region，Shanxi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Datong 037~8，China) 

Abstract：External plant parts such as stem parts，stem tips and tender leaves of Atriplex canescens were Cultured on dif- 

ferent media，the result shows that hi．sh induced budding and high induced rate of healing tissue from stem parts and stem tips 

happened．Initiating culture medium ofinduced budding is optimum based on 1／2 MS+KT0．5 ms／L+2．4一D 1．0 ms／L；The 

culture medium inducing healing tissue multiplication is optimum based on MS+KT 1．0 ms／L+2，4一D 0．05 ms／L，in 

which，multiplying rate reached as hi【sh as three times；Th e culture medium of cespitose budding multiplication is optimum based 

on MS+KT 0．5 ms／L+NAA 0．1 ms／L and MS+6一BA 0．5 ms／L+NAA 0．1 ms／L，in which，multiplying rate averagely 

reached more than five times；The rooted culture medium is optimum based on 1／4 MS+NAA 0．5 ms／L and 1／4 MS+IBA 

1．0 mS／L；Rapid multiplying technique of tissue cul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celerate multiplication for plantlet of Atriplex 

cancsccns，with extensive material and high multiplying coefficiency． 

Key words：Atriplex canescens；External plan t part；Induced bud；Healing tissue；Tuber plant；Culture medium 

四翅滨藜(Atriplex canescens)属藜科滨藜属， 

是由美国科洛拉多州立大学等单位经过多年的 

努力选育出的一种抗旱、抗寒、耐盐碱的准常绿 

饲料灌木。四翅滨藜为旱生或中生植物，对各种 

复杂的环境气候条件适应能力强，广泛应用于牧 

场改良和水土保持 J。 

20世纪9O年代，四翅滨藜引人我国后，在 

青海、新疆、宁夏等地进行了区域性栽培试验，表 

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2,31，被国家林业局列为造 

林绿化重点推广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但目前 

市场上种苗严重短缺，价格昂贵，依靠种子播种 

育苗成本太高，扦插育苗繁殖系数又低，无法满 

足大规模生态建设对种苗的需求。本试验旨在 

通过四翅滨藜无性系组培快繁技术的研究，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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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种苗的繁育速度。 

1 材料和方法 

用从宁夏等地引进的在大同县倍加造科技 

园区温室和东王庄露地栽植的四翅滨藜，在生长 

发育阶段分别取其茎段、茎尖、嫩叶等组织进行 

培养。 

将采集的外植体剪去大叶片，用自来水冲洗 

干净，消毒液消毒，然后用无菌水冲洗4—5次， 

在无菌滤纸上吸干水分，最后在超净工作台上将 

外植体剪成带腋芽的茎段或将茎顶端剥取的茎 

尖接种到培养基上。 

启动培养基为：1／2 MS+KT 0．5 mg／i分别 

附加2，4一D 1．0，0．7，0．5，0．3，1．5 mg／i从Al 
— A5共 5个处理。 

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为：MS附加 KT 0．1， 

0．3，0．5，0．7，1．0 mg／i和 2，4一D 0．01，0．03， 

0．05，0．07，0．10 mg／i从 Bl—B25共25个处理。 

丛生芽增殖培养基为：MS+NAA 0．1 mg／i 

附加 KT 1．0，0．5 mg／i和6一BA 1．0，0．5 mg／i 

从 c。一c 共4个组合。 

生根培养基为：MS(1／2，1／4，1)分别附加 

NAA 0．1，0．5，1．0 mg／L和MS(1／2，1／4，1)分别 

附加IBA 0．5，1．0，1．5 mg／i从Dl—Dl8共 18个 

处理 ]。 

将四翅滨藜的茎段或茎尖接种在启动培养 

基上培养，待诱导出的芽生长到一定长度时，再 

转接到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上或直接转接到丛 

生芽培养基上，进行愈伤组织增殖或芽增殖。愈 

伤组织增殖到一定程度，切块转接到丛生芽培养 

基诱导丛生芽增殖，丛生芽长高后则可接种到生 

根培养基上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室温度 25—28 

℃，光强度 2 000—2 500 lx，光照时间 1O一1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启动培养试验结果 

2．1．1 不同外植体不同时间在启动培养基上的 

诱导效果 茎段、茎尖、叶片不同外植体，在启动 

培养基上诱导效果不一致，并且各个时期的诱导 

效果也不同。茎段在初春取材诱导效果最佳，夏 

季诱导出芽效果差且污染严重(表1)。 

表 1 茎段取材时间对诱导芽生长的影响 

茎尖剥离在4—5月份最好，诱导率比较高， 

成苗快(表2)。用叶片培养，污染率高，现还没有 

诱导成苗的，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表2 茎尖取材时间对诱导率的影响 

表3 5种不同启动培养基对茎段的诱芽效果 

培养基 亘茎垦堡昱茎± 鏖! 2 
(附加2，4一D浓度) 5 d lO d 20 d 25 d 

Al(1．0rag／L) 0．5 1．0 2．0 2．2 

A2(O．7 rag／L) 0．3 0．8 1．5 2．0 

A3(O．5 my／L) 0．1 0．3 0．8 1．0 

A4(O．3 my／L) 0．0 0．1 0．4 0．7 

A5(1．5 my／L) 0．1 0．1 0．15 0．2 

2．1．2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茎段诱导出芽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诱导频率以A (即1／2 MS+ 

KT0．5 rllIg／L+2，4一D 1．0 m#i)最好，25 d后， 

芽长可达2．2 cm，基部出现少量愈伤组织，A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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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最差。这就说明，在相同浓度的细胞分裂 

素水平下，出芽和愈伤组织增大速度都随生长素 

(2，4一D)浓度的增大而加快，但生长素浓度达到 

1．5 m#i时无菌腋芽反而生长缓慢或停止生长。 

2．1．3 启动培养基添加活性炭的效果 变褐是 

’由于外植体中的多酚化合物在多酚氧化酶的作 

用下氧化的结果，同时接种后很快在培养基中扩 

散，使整个组织变褐枯死，减轻和防止褐变是培 

养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为了减轻褐变，我们采 

用了多种方法：第一，在培养基中附加活性炭；第 

二，降低培养温度；第三，暗光下培养。结果表 

明，3种处理对褐变现象都有明显抑制作用，其中 

加入活性炭效果最好，减轻了污染，坏死率大大 

降低。 

2．2 不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对愈伤组 

织增殖的影晌 

将启动培养基诱导出的芽接种到附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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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细胞分裂素(KT)和生长素(2，4一D)的 

25种愈伤组织增殖培养基上，通过观察发现，在 

相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水平上，愈伤组织生长都 

以中等浓度水平的生长素为高；在相同浓度的生 

长素水平上，愈伤组织生长随细胞分裂素浓度的 

升高而增JJs(表4)。愈伤组织增殖以细胞分裂素 

KT 1．0 mg／L附加生长素 2，4一D 0．05 mg／L为 

最佳 ，增殖率为 3倍。 

表 4 不同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浓度 

对愈伤组织增殖的影响 

(生长 30 d后愈伤组织增殖倍数) 

细胞分裂素(KT) 
浓度(mg／L) 

生长素2，4一D浓度(mg／L) 

O．Ol O．O： 

1．5 1．6 

1．8 1．9 

2．O 2．2 

2．3 2．5 

2．7 2．7 

)．O5 0．07 0．10 

2．O 1．8 1．4 

2．1 1．8 1．5 

2．7 2．3 2．1 

2．9 2．4 2．3 

3．0 2．8 2．2 

O．1 

O．3 

O．5 

O．7 

1．O 

2．3 

影响 

不同细胞分裂素不同浓度对丛生芽增殖的 

将带有芽出现的愈伤组织切块接到丛生芽 

增殖培养基上，生长 25 d后发现，不同细胞分裂 

素且浓度不同的4个组合，其生长情况有很大差 

别，高浓度的细胞分裂素 C (MS+KT 1．0 mg／L 

+NAA 0．1 mg／L)和 C3(MS+6一BA 1．0 mg／L 

+NAA 0．1 mg／L)组合，丛生芽很粗且不易分开， 

愈伤组织化；而低浓度细胞分裂素的组合 C (MS 

+KT0．5 mg／L+NAA0．1 mg／L)和C4(MS+6一 

BA0．5 mg／L+NAA0．1 mg／L)则苗高叶展，一株 
一 株易分开。显然，低浓度组合 C ，C 是丛生芽 

增殖最佳组合，而高浓度组合 C ，C，还需继代培 

养，转接到低浓度C ，C 组合上继续生长。 

2．4 基本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试管苗生根是从异养状态进人 自养状态的 

过程，为了使试管苗对培养基营养成分不产生或 

少产生依赖性，提高移栽成活率，我们对基本培 

养基营养成分进行了调整，结果得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表5)。 

表 5 生长素 NAA在不同培养基中对四翅滨藜生根的影响 

从表5、表6可以看出，基本培养基的大量元 

素变化对生根影响不太大，为了降低成本，可以 

选用 1／4 MS为基本生根培养基。 

2．5 生长调节剂对生根的影响 

生长调节物质对生根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其不同种类和不同浓度对生根的作用不同。 

从表 5可以看出，生长素 NAA在 3种不同 

培养基中，以0．5 mg／L浓度的组合最佳。不论 

培养基营养成分高低 ，它都生根快、多、壮。而 

0．1 mg／L组合就有点偏低，根又细又长。而1．0 

mg／L组合偏高，根粗、短。生长素IBA 3种不同 

浓度在3种培养基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规律(表 

6)。这就说明，不同种类的生长素不但影响生根 

的数量，而且影响根的质量，浓度低根细长，浓度 

高根短粗，生长素浓度超过一定的限度，会引起 

愈伤组织化，影响根的形成和生长。 

2．6 试管苗的移栽 

当试管苗长出明显的新根，具有3—4片叶 

时就可以出瓶移栽。移栽前为了使小苗逐渐适 

应外界环境，首先放在 自然光下培养，2 d后打开 

瓶盖，从瓶中取出，放于盛有 2O℃左右温水的盆 

中，将附着在根上的培养基完全清洗掉，以免残 

留培养基，引起污染霉烂。试管苗移栽到装有河 

沙和蛭石(1：1)的营养钵中，使基质与根系密切 

接触，清洗掉叶面上的基质 ，喷适量水。移栽后 

要保持空气湿度在 85％以上，温度控制在 2O一 

3O℃。刚移栽的试管苗很细嫩，叶片水分蒸发 

量大且根系吸收功能很差，这段时期我们采用塑 

料膜保湿，遮阳网遮阳，10 d后揭开塑料膜，叶面 

喷施 1／10 MS营养液，每3 d喷1次，成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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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以上 。 

3 结论 

组培快繁技术使用少量的材料就能在试管 

中建立起反复的增殖系统，利用一小块外植体所 

获得的愈伤组织可多次继代培养，一年可增殖 

1 000多倍，可分化小苗 1 000—2 000株，移栽后 

的小苗一年后就可定植于大田，大大提高了繁殖 

速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适合于组培的四翅滨藜外 

植体为茎段和茎尖。茎段在春初取材，诱导率 

高；茎尖在4—5月份取材最佳，芽饱满，诱导率 

高，成苗快。启动诱导培养基以I／2 MS(将 MS 

的大量元素减半)+KT 0．5 mg／L+2，4一D 1．0 

mg／L最好；诱导愈伤组织增殖的培养基以MS+ 

KT 1．0 mg／L+2，4一D 0．05 mg／L最好，增殖率 

可达3倍以上；丛生芽增殖培养基以 MS+KT 

0．5 mg／L+NAA 0．1 mg／L和 MS+6一BA 0．5 

mg／L+NAA 0．1 mg／L效果好，增殖率均在5倍 

以上；生根培养基以 1／4 MS(大量元素为 MS的 

I／4)+NAA 0．5 mg／L和 I／4 MS+IBA 1．0 ms／ 

L成本低，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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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玉 2号 

选育单位 山西省农科院隰县农业试验站、山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 

品种来源 隰31×51321，原名隰玉845 

特征特性 幼苗顶土力强，长势强壮，叶鞘浅绿色，叶色深绿。植株高大，生长整齐，株形平展，上 

部叶片稀疏，株高270 cm左右，穗位110 cm左右，全株叶l9—20片，雄穗发达，花药黄色，花丝红色， 

果穗细长，苞叶较短，穗 长约24 cm，穗行数16行，行粒数42粒，穗轴红色，子粒黄色、半马齿型。生育 

期较对照略早熟。 

抗病鉴定 2004—2005年经山西省农科院植保所两年抗病接种鉴定，综合评价为中抗小斑病、茎 

腐病和矮花叶病，抗穗腐病，感丝黑穗病、大斑病和粗缩病。 ‘ 

品质分析 2005年农业部谷物及制品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检测，粗蛋白9．27％，粗脂肪 

4．64％，粗淀粉74．80％，赖氨酸0．28％，容重760 g／L。 

产量表现 2004～2005年参加山西省玉米早熟组区试，平均单产9 688．5 kg／hm ，比对照屯玉8 

号增产 13．6％。2005年生产试验，平均单产9 514．5 kg／hm ，比对照屯玉8号增产13．9％。 

栽培要点 适宜稀植，公顷留苗45 000株左右，注意防治丝黑穗病。 

适宜地区 适宜山西省玉米春播早熟区种植。 

3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