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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扁杏组培苗生根培养的正交试验 

齐高强’，许秋萍 ，赵 忠 ，周锋利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凌712100；2．洛阳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河南 洛阳471000) 

摘要：应用正交试验设计拟定试验方案，对大扁杏组培苗的生根培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 Ms培养基上，附 

加1 mg／L IBA+O．2 mg／L NAA生长激素在进行大扁杏组培苗诱导其生根时可取得较好的效果，本试验也体现正 

交试验设计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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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gonal Experiment of Root Induction Culture of Prunus armeniaca 

QI Gao—qiang ，XU Qiu．ping ，ZHAO Zhong ，ZHOU Feng—li 
(1．Northwest Sci一 Feeh University of Agricultme and Forestry．Yangling Shaanxi 712100，P．R China； 

2．Forest Pest Cont~ol and Quarantine Station of Luoyang County，Luoyang Henan 471000，P．R China) 

Abstract： Applying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the root induction culture of Pmm armeniaca was stud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MS medium + 1 mg／L IBA + 0．2 mg／L NAA was suitable for root induction 

of Prunus armeniaca． 

Key words：PⅢn armeniaca；tissue culture；root induction culture；orthogonal experiment 

大扁杏 (Prun armeniaca)为蔷薇科，李亚 

科、杏属的一种我国特有的经济树种。具有抗旱、 

抗寒、耐瘠薄能力强的特性，在缺肥少水、坡度较 

大、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丘陵也能生长结果。其生 

长快、结果早，栽植后 3年挂果，5～6年可达丰 

产，在短期内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被称作早涝 

保收的 “铁杆庄稼”。其果实经济价值高，是我国 

珍贵的土特产品和外贸出口的 “拳头商品”，大扁 

杏仁有龙王帽、一窝蜂、白玉扁等优良品种。发展 

大扁杏产业对于增加创汇，促进山区脱贫致富和改 

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采用大扁杏茎段、茎尖及种胚进行组 

织培养的研究已有报道，而对其组培苗生根研究甚 

少。为此，本项 目通过优化培养基对大扁杏组培苗 

的生根培养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1 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教学实验苗圃中的 

2年生大扁杏龙王帽嫁接苗的幼嫩枝条为试验材料。 

将其剪成 1．5～3．0 cm长的带芽茎段，去掉叶片， 

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在无菌条件下将冲洗干净的茎 

段置于70％的酒精溶液中浸泡 30 S，再用 0．1％ 

HgC1 溶液浸泡7 min，经用无菌水冲洗6～7次后， 

切成长 1 cm左右的小段接人附加 2 mg／L BA+0．2 

mg／L NAA的MS培养基(蔗糖30 g／L，琼脂5 g／L， 

pH值 5．8)上。在温度 25～28℃，光照 16 h／d， 

光强 1 500～2 000 lx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将初代培 

养基上诱导生成的芽转接于继代培养基，每 l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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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代 1次， 

养作准备。 

以获得健壮小苗，为进一步进行生根培 1．3 培养条件 

1．2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通过在其培养基中加人不同浓度的 

IBA、NAA、6一BA 3种生长激素的试验，研究分 

析其对大扁杏组培苗生根的影响，以此寻求三者的 

最佳水平组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确定各参试的 

因素及水平，见表 1。 

表 1 大扁杏组培苗生根培养的参试生长激素种类及浓度 

Tab．1 Growth hormones and concentrations in root 

induction culture of Prunus arm~niaca 

选用正交表 IJq(3 )设置本试验，见表 2。 

表2 大扁杏组培苗生根培养的正交试验设计 

Tab．2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 of root induction 

culture of Prunus armeniaca 

各因素及水平与表中编号随机对应，分别以 

A、B、C代表 IBA、NAA、6一BA 3种生长激素 

(因素)；1、2、3分别表示各因素的3个水平。由 

此可得到9种培养基 (见表 3)。 

表3 培养基配置情况 

Tab．3 Tested medium formula mg／L 

培养基 
MS+0．2 NAA 

MS+0．5 NAA+0．1 6一BA 

MS+1 NAA+0．2 6一BA 

MS+1 IBA+0．2 NAA +0．1 6一BA 

MS+1 IBA+0．5 NAA +0．2 6一BA 

MS+1 IBA+1 NAA 

MS+2 IBA+0．2 NAA +0．2 6一BA 

MS+2 IBA+0．5 NAA 

MS+2 IBA+1 NAA+0．1 6一BA 

注：上述培养基均附加 30 L蔗糖、5 g／L琼脂，其 pH值为5．8。 

将配置好的培养基在温度 121 cC下高压灭菌20 

rain备用，将继代培养出的大扁杏健壮小苗接种于 

9种不同的培养基中(每种培养基接种 20瓶，每瓶 

接种 4个)，接后放置在培养架上，在温度为25～ 

28cC，空气相对湿度为40％ ～60％，光照强度为 

1 500～2 000 Lx、光照 16 h／d的条件下进行室内生 

根培养。 

2 结果与分析 

接种20天后开始统计大扁杏组培苗的生根数， 

每隔5天统计 1次，共统计 3次，取每种培养基组 

培苗的20瓶生根数平均值作为数据资料进行分析， 

其生根情况见表4。 

表4 不同培养基组培苗生根情况 

Tab．4 Rooting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on different media 

采用极差分析法可看出各因素的主次顺序，并 

找出参试因素的最佳水平组合 (见表5)。由k值 

大小可求得大扁杏组培苗生根培养基添加生长激素 

种类及其浓度的最佳水平组合为：1 mg／L IBA+ 

0．2 m L NAA。从 3因素的极差值大小可以看出， 

各生长激素对大扁杏组培苗生根影响的主次关系 

为：NAA>IBA>6一BA 

表5 极差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range analysis 

盟 2 4 6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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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极差分析数据，采取方差分析更进一步地 

对此试验作深入分析，结果见表6。 参考文献： 

表6 方差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1)由极差分析与方差分析的结果可看出， 

在参试的3种生长激素中，以NAA对大扁杏组培 

苗生根的影响为大，IBA次之，6一BA最小。与张 

雅文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2)本次试验得到大扁杏组培苗生根培养其 

培养茎，加入的最佳生长激素水平组合为 1 mg／L 

IBA+0．2 mg／L NAA。这一水平组合并没有出现在 

上述9次试验中，体现了正交试验的优点，可以通 

过较少次数的试验取得最佳水平组合。本次若要进 

行全部组合试验，必须采用 3 =27种配方，而利用 

正交试验只需 9种配方，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实验量， 

极大地提高了组织培养的工作效率与准确性。 

3 讨论 

正交试验设计是否能发挥较好的效果，关键在 

于对参试因子与试验水平范围的正确选择，经试验 

数据分析，按极差大小排出各因素的主次顺序。虽 

极差大的因素肯定是重要因素，但若某列极差不大 

时，不一定说明所排因素不重要，而仅表明就其所 

选水平的变动看，反映不出该因素的重要性，因此 

不能轻易肯定极差小的因素不重要。由正交试验综 

合分析可以得到影响生根主次因素的顺序，这需要 

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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