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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设计在香花槐组织培养中的应用 

丁元春 胡蕙露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安徽台肥 230036) 

摘 要：采用均匀~4-1"，考察不同基本培养基，蔗糖的浓度，以及不同激素种类、浓度和组合对香花槐茎段腋芽诱导的 

影响。试验结果表明：诱导茎段腋芽的最适培养基为“MS+6一BA0．5mg／L+NAAO．Olmg／L+蔗糖6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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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niform orthogonal Designing in Tissue Culture of Robinia Psaudoacacia C Idaho 

Ding Yuanchun Hu Huilu (College of Forest and Garden，Anhui Agriculture University，Hefei Prov．230036) 

Abstract：The effects of optimum medium，saccharine and hormones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stalk induction of Robinia psaudoacacia CV．idaho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uniform orthogonal design．The results indica— 

ted that the optimum media was MS+ 6一BAO．5m L+ NAAO．O1 mg／L + saccharine 60 g／L for stalk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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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槐(Robinia psaudoacacia CV．idaho)为豆科刺槐属 

落叶小乔木，原产于西班牙，被称为园林中的奇珍异宝。 

香花槐极具观赏价值，每年 5月、7月两次开花，可同时盛 

开 200—500朵红花，花多而色泽艳丽，姿色典雅，芳香别 

致，花期长，是公园、庭院、街道、花坛、风景区等各种园林 

绿化的珍品，且耐寒抗旱，适应性强，南北皆宜，发展前景 

极其广阔。由于此树种扦插极难生根，常规情况下只能靠 

根繁或嫁接繁殖，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行组培快繁是 

解决这一矛盾的理想途径。香花槐的组培快繁研究国内 

已见报道 J。本试验旨在利用均匀设计对香花槐茎段腋 

芽诱导培养基进行优化，选出最佳组合，同时，又能大大减 

少试验次数，降低成本，为工厂化育苗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从健壮母株上采取幼嫩枝条作为外植体。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处理 将圃地采回的生长健壮、无病虫 

害的幼嫩枝条用自来水冲洗 30min，剪去叶片(留叶柄)， 

水分沥干后，将材料放置于超净工作台，在7O％的酒精中 

消毒 30s，取出用无菌水冲洗，再放入0．1％升汞加吐温一 

8O 2滴 浸洗6min，无菌水漂洗5—6次至吐温漂净，将外 

植体取出放在超净工作台上的无菌纸上，吸干表面水分， 

待剪材与接种。 

1．2．2 剪材、接种与培养 水分沥干后，用无菌剪刀将幼 

茎剪成 1cm长的带腋芽小段，接种到各组培养基上，pH为 

5．8，以0．7％的琼脂固化，置温度25±2℃，光照强度 1500 

— 2500LUX，每日光照 12 h的条件下进行培养，注意观察 

腋芽萌动情况，经培养 20d时进行腋芽增殖统计。 

1．2．3 芽数的计算标准 本试验以芽数作为考核目标， 

培养20d取出切割，以≥O．5cm为计数标准。 

1．2．4 均匀设计 选取6一BA、NAA、蔗糖的不同浓度及 

不同基本培养基作为参选因素，分别标记为 x1、x2、X3 

和 x4，前3因素取 6水平，基本培养基取2水平即2种培 

养基(表 1)，选用均匀设计表 U6(64) 安排香花槐诱 

导茎段腋芽的试验方案(表2)。 

表 1 试验因素与水平 

实验号 面  面 面  

每个处理接种 8瓶，每瓶接种 2个外植体。培养28d 

后测定各处理的芽数，对测定结果运用均匀设计软件和 

DPS软件处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接种4d后，休眠芽开始萌发，节段的芽眼位置有浅绿 

色突起，开始诱导出芽，培养 10d后，开始形成小苗(见图 

1)，20 d后形成丛苗(见图2)。取无污染的瓶统计分析不 

同水平下的芽数测定结果：l号试验芽数 15．45，2号试验 

芽数4，3号试验芽数 8．6，4号试验芽数 2．3，5号试验芽 

数 3．85，6号试验芽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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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 培养lOd后小苗 

围2 培养20d后丛苗 

2．1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 第1次方差分析表 

INTERCEP 

X1 

x2 

X3 

X4 

l —l 42507 

l 一0．44996 

1 0．0335l 

0．68965 0 45823 

1 2．42l22 

1．966O9 

0．2751O 

0．06779 

1．50505 

0．82978 

— 0．72483 

— 1 63564 

0．49429 

O．27124 

2．9l792 

0．54389 

0．24355 

O。67oo5 

0．1oo12 

由表可知因素 x2的显著性概率 P值最大 (P= 

0．67005)，是最不显著的因素，剔除x2后重新分析得到新 

的方差分析表5和回归系数表6。 

表5 第2次方差分析衰 

变量 自由度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显著水平 

由回归系数表可知：每个自变量的显著性概率 P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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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O．2，说明因素 x1、X3、x4对茎段腋芽诱导都是显著 

有效的。因素 x4影响最大(P=0．03118)，达极显著水 

平，因素x2的影响最小，未达显著水平，各因素的影响显 

著性依次为：X4、x1、x3、x2。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lgy=1．60103 —0．43072 lgX(1) + 0．70662女lgX 

(3)+2．48340 lgX(4) 

2．2 因素水平的优化 根据 2次逐步回归，并剔除不显 

著试验因素NAA后，经试验优化后的结果：因素 1(即6 

一 BA)的最优条件为O．5 mg／L；因素 3(即蔗糖)的最优 

条件为：60 g／L；因素4(即培养基)的最优条件为：2；因 

素2(即NAA)对芽的诱导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从节约成 

本的角度取其水平为：O．01mg／L。预期试验茎段萌芽数 

最大值：27．4。最佳组合为 MS+6一BA0．5 mg／L+ 

NAA O．01mg／L+蔗糖6O L。 

3 结论与讨论 

3．1 优化设计试验结果 应用均匀设计进行了香花槐茎 

段腋芽诱导的试验。试验数据经回归分析，确定了主要影 

响因子，对试验的效应做出了准确的综合评价，从而选出 

香花槐茎段腋芽诱导的最优培养基 MS+6一BA0．5mg／L 

+NAA0．Olmg／L+蔗糖60昏／L。根据优化得出的蔗糖浓 

度与王侠礼等(2004)ts]的结果“蔗糖浓度为3％ 一4％时 

对提高新梢数量有利”相出入。因此有待进一步验证。 

2 均匀设计法设置试验方案有利于试验效率 在植物 

组织培养过程中，常需要进行激素种类和浓度的配比试验， 

工作量相当大 。正交试验设计、正交拉丁方设计在因素、 

水平数较多时仍存在试验次数多、规模大等问题。在多因 

素、多水平的试验中采用均匀设计，具有试验次数少、可操 

作性强、节约时间和精力、迅速达到优化因素的效果，符合 

多因素复杂试验对试验条件一致性的要求，试验准确性高。 

在植物快繁中应用均匀设计探索培养基配方，将极大地提 

高工作效率，可应用于植物激素种类和浓度的筛选，以及 

探讨基本培养基的组成等，从而使植物组织培养的条件得 

到有效的控制 ]。如果在我国广泛推广均匀设计及其分析 

方法，将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及试验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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