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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与蔗糖对不同阶段彩色马蹄莲组培苗质量的影响 

徐 琼，彭志云 
(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本试验以对彩色马蹄莲品种black magic的组培不定芽为试材，研究了蔗糖浓度和多效唑对试管内分生阶段和生 

根阶段的组培苗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继代增殖阶段使用PP333会造成不定芽分化的少和慢，而使用较高浓度蔗糖。有 

利于瓶苗的叶片数量增加；在生根阶段使用PP333表现出抑制生根的作用，而蔗糖表现促进生根的作用。MS+KT4+BA0．6+ 

NAAO．1+4％蔗糖为继代培养的最佳组合，1／2MS+NAA0．1+2．5％蔗糖是培养矮生根苗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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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组织培养技术是彩色马蹄莲繁殖的～种主要 

手段，但瓶苗的质量是决定瓶苗移栽成活率高低的主 

要因素，而提高移栽成活率是从组培到大田生产的关 

键所在。因此我们利用生长抑制剂和碳源可以矮壮植 

物的原理 ．采用了不同浓度的多效唑与蔗糖的处理 ．研 

究其对彩色马蹄莲组培苗质量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以彩色马蹄莲(black magic)的组培瓶苗，苗 

态为高度在 3~4cm 的不定芽作为供试材料。多效唑 

(pp333)为上海试剂厂生产的 98．7％的粉剂，蔗糖为云 

南德宏英茂糖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级品。 

1．2 方法 

1．2．1 PP333对芽分化和生长的作用 ：以 MS+KT4+ 

BAO．6+NAA0．1为基本继代培养基 。中加入不同浓度的 

PP333，浓度 分别为 ：A 0ppm、B 1,5ppm、C 2．or,pm 、D 

2．5ppm，第 10d、20d、30d测定各处理的不定芽数，不定 

芽高度和观察叶片形态进行对比。 

1．2．2 糖和 PP333对瓶 苗叶部生长的作用。以 MS+ 

KT4+BA0．6+NAA0．1为基本培养基，外源物蔗糖为试验 

因素 A，生长延缓剂多效唑为试验因素 B。糖的浓度分 

别 为 2％(A1)、4％(A2)、6％(A3)、8％(A4)、10％(A5)， 

多效唑的浓度分别为0mg／L(B1)、2．5mg／L(B2)、5．0mg／ 

(B3)L、7．5mg／L(B4)、10mg／L(B5)，试验因素 A和 B共 

有 25个组合(见表 1)。每个组合设 5次重复。30天后 

观察其生长状况，对彩色马蹄莲的叶片数 ，叶柄长度， 

株高进行统计和记录。 

1．2．3 糖和 PP333对瓶苗根部生长的作用 ：以 1／2MS+ 

NAA0．1为基本生根培养基 ，糖浓度(％)为 ：1．0(A1)、 

表 1 多效咝和糖浓度的配比组合 

1．5(A2)、2．0(A3)、2．5(A4)、3．0(A5)。PP333浓度为： 0 

(B1)、 1．0(B2)、 1．5(B3)、 2．0(B4)、 2．5(B5)。第 

10d、20d、30d测定各处理的对其生根量 ，根平均长度和 

叶片形态进行对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PP333对彩色马蹄莲继代培养瓶苗生长 

的影响 

在继代培养基中加入 PP333，不论浓度高低其对 

芽的分化速度 、芽数、不定芽生长的高度和叶片大小均 

有十分明显的抑制作用 。呈现出随着浓度的提高而抑 

制作用增大的趋势。叶片的形状也随着浓度的提高表 

现出从 戟形向扁园形发展的特征。同时当浓度高于 

1．5ppm时，叶片出现部分皱缩，但芽体粗壮 见表2。 

表 2 不同浓度 PP333对彩色马蹄莲继代培养瓶苗不定芽 

分化和 生长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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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绿色叶片数柱状图 

2．2 不同糖的浓度和多效唑浓度对彩色马蹄莲试管 

苗绿色叶片数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A2B5、A3B2为最好的组合，绿 

色叶片数最大。 

表 3 多效唑浓度处理 (B J、糖浓度处理 (A J的差异显著性 

处理平均茎 墨 竺处理平均茎 墨至竺 
5％ l％ 5％ l％ 

表 3可以看出：不同多效唑浓度间对叶片的形成 

无显著差异，仅表现为浓度为 5．~pm(B3) 对绿色叶 

片的形成和生长效果最好。蔗糖对绿色叶片的形成和 

生长的效应，A2、A3差异不显著，但与 A4，A5和 A1对 

比有极显著和显著差异。 

2．3 不同浓度的糖和多效唑对彩色马蹄莲试管苗对 

株高的影响 

图2 株高柱状图 

由图 2可以看出：一定范围糖浓度越大株高越低 ， 

而不同的多效唑浓度处理对株高有明显的作用，随着 

浓度的加大抑制株高的作用增强，植株越矮。 

表 4 多效唑浓度(B J、糖浓度处理 (A J处理的差异显著性 

处理平均茎 墨蔓 处理平均茎 墨蔓竺 
5％ l％ 5％ 1％ 

由表 4可以看出：pp333浓度为 B1(0ppm)时 ，对 

植株高度的抑制作用最小，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糖浓 

度处理为 A5 (10％)、A4(8％)时，抑制植株高度生长的 

效应最强 ，与 A1、2、3相比差异极显著。 

2．4 不同浓度的糖和多效唑对彩色马蹄莲试管苗对叶 

柄长度的影响 

高浓度糖和高浓度多效唑对彩色马蹄莲株高的影 

响主要是抑制了叶柄的伸长，从而降低了植株高度。 

图 3 叶柄长度柱状 图 

南图3可以看出： 不同的糖浓度处理和多效唑浓 

度处理对叶柄长度的矮化均有较好的作用．两者均表 

现出浓度与株高的相关性 ，浓度越高，株高越小。通过 

方差分析可以得出．糖浓度处理和多效唑浓度处理的 

差异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 5 多效唑浓度(B J、糖浓度(A J处理 的差异显著性 

处理 平均 差异显著性 处理 平均 差 著 

5％ l％ 5％ l％ 

由表 5可以看出：多效唑浓度为 ~pm(B1)时，叶柄 

长度最大；浓度为 l~pm(B5)时，叶柄最短，其差异性达 

到 d=0．01极显著水平。糖浓度为 10％(A5)时，叶柄的长 

度最短．与 A1、2相比差异性达到 d=0．01极显著水平。 

2．5 生根阶段不同蔗糖浓度对彩色马蹄莲生根瓶苗生 

长的影响 

生根培养基的糖浓度不同，影响着瓶苗生根的量 

和长度 ，同时对株高也有影响。糖浓度为 2．5％(D)时， 

根量最多和根长最长，且有大量二级根。与 A、B、C、E 

相比有显著差异。表 6还表明，转接后 20天内，根系数 

量增加很快 ．20天后 ，根系数量增加缓慢。无蔗糖(A) 

时。植株高度最高，蔗糖浓度高，植株高度降低 ，表现矮 

壮．与 B、C、D相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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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蔗糖浓度对彩色马蹄莲生根瓶苗根系生长和植株高度的影响 

2．6 生根阶段不同浓度PP333对彩色马蹄莲瓶苗生根 

的影响 

表 7 PP333对彩 色马蹄莲瓶苗生根和植株高度的影响 

处理 长 

3．55a 

1．16b 

0．50c 

0．04c 

O．O2c 

3．2 

O_8O 

O．2O 

O．15 

O．1l 

1．42a 

0．28b 

O．18b 

O．10b 

0．05c 

由表 7显示：处理 A与其他处理相 比呈显著差异， 

在生根培养基中加入 PP333，对植株生根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表现为生根数量少，根系生长速度慢 ，呈现出浓 

度增大而根系小而少的特征。同时植株高度也随着 

PP333浓度的增大而减少。 

3 结论与讨论 

(1)蔗糖和 PP333在继代增殖阶段和生根阶段，对 

彩色马蹄莲的芽和叶均有矮壮作用，而叶柄缩短是植 

株矮化的主要因素。但 PP333的作用比蔗糖的作用显 

著 ，呈现 出浓度增 大矮 壮效果 增 

强的趋势，浓度大于 1．0时出现 

叶片变形的现象。 

(2)在继 代增殖阶段使用 

PP333会造成不定芽分化的少和 

慢，延长了培养时间．不利于降低 

生产成本。在继代增殖阶段使用 

较高浓度蔗糖 ，有利于瓶苗的叶片数量增加 ，浓度在 

4％时效果最好。因此 MS+KT4+BA0．6+NAA0．1+4％蔗糖 

为继代培养的最佳组合。 

(3)蔗糖和 PP333在生根阶段使用对彩色马蹄莲 

生根数量、根长和缩短生根时间都有显著作用。PP333 

的表现出抑制生根的作用 ，而蔗糖表现促进生根的作 

用，浓度为 2．5％时表现最好 ，且有大量小侧根生成．同 

时有矮化效果。因此 1／2MS+NAA0．1+2．5％蔗糖是培养 

矮生根苗的最佳组合。 

(4)试验观察，在继代增殖阶段使用 PP333生产的 

瓶苗，转接到生根培养基后，在生根速度和根量上明显 

慢于未使用 PP333的瓶苗，初步统计使用 PP333生产 

的瓶苗从转接到移栽 的时 间平均是 48天 ，未使用 

PP333生产的瓶苗从转接到移栽的时间平均是 22天。 

PP333对组培苗在生根阶段和以后的生长阶段的影响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 16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