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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核 葡 萄 离 体 快 繁 技 术 研 究 

潘学军 张文娥 唐冬梅 骆强伟。 
(1贵州大学农学院 贵阳 550025；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3新疆葡萄瓜果开发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无核葡萄已 

成为消费的重要趋势和发展方向。但在生产中无核 

葡萄的主要繁殖方式是扦插，繁殖系数较低，同时生 

产的苗木常携带病毒 ，致使无核葡萄质量较差 ，产量 

较低，严重阻碍了无核葡萄的种植与推广 ]。通过 

组织培养进 行葡萄离体快繁 ，已有许多研究报 

道 ]，但对无核葡萄品种缺乏系统研究 。本研 究以 

目前国内主栽的 15个无核葡萄品种为材料 ，旨在建 

立无核葡萄离体快繁体系，摸索适合各个无核葡萄 

品种成苗的适宜培养基，为苗木工厂化生产提供 

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于 2002—2004年在新疆 葡萄瓜果开 发研 

究中心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组织培养实验 

室进行 ，供试无核葡萄品种有无核 白、红光无核 、红 

宝石无核 、森 田尼 无核、京早 晶、黎 明无 核、底莱 特 、 

赫什无核、大粒红无核、长穗无核白、艾麦纳、爱莫无 

核 、粉红无核 、京可晶和红无籽露。 

1．2 无菌 系的建立 

首先采取生长健壮 的葡萄新 梢，剪成 带一个腋 

芽的单芽茎段，按常规灭菌程序灭菌(流水冲洗 2～ 

3小时一75 酒精灭 菌 3O秒一O．1 升汞灭菌 6～8 

分钟一蒸馏水冲洗 3～5遍)，然后将外植体接种到 

1／2B5(大量元素是 B5的 1／2，其他成分均相同)培 

养基上，培养 2O天 。对在 1／2 B5培养基 上生长不 

良(腋芽未萌动率大于 5O )的品种，重新采取外植 

体，再接种到 1／2MS(大量元素是 MS的 1／2，其他 

成分均相同)培养基上 ，培养 2O天。培养在培养 室 

内进行 ，温度 (26±2)℃，每 日光照 12小时 ，光强 

．2 000 lx。培养时间结束时分别统计污染、褐化情况 

及腋芽诱导情况。 

1．3 继代与生根培养 

将长到5 cm左右的初代培养试管苗剪成单芽 

茎段 ，分别接种到 1／2MS、1／2MS+IAA 0．1 mg／L 

和 1／2 B5三种培养基中进行增殖与生根培养。以 

上每种培养基均加入蔗糖 2 ，琼脂 0．6％，pH值 

5．6～5．8。每瓶接种 1个茎段 ，每处理接种 3O瓶 。 

培养 温度 25℃，每 日光照 16小时 ，光强 2 000 lx。 

培养 3O天后统计平均生根数和增长节位。 

培养基的制作参照王蒂的植物组织培养 ]，初 

代培养和继代培养参照曹孜义的方法 ]。 、 

1．4 驯化移栽 

于春季将根系生长良好，植株生长健壮的试管 

苗移栽到盛有珍珠岩的小营养钵中。具体过程分为 

培养室炼苗、温室炼苗和定植大田三步 ]。 

2 结果与分析 

2．1 离体单芽茎段腋芽诱导培养基 的筛选 

在腋芽诱导初代培养中，供试 15个无核葡萄品 

种问表现出了较大差异。由表 1可以看出，1／2B5 

培养基非常适合用于红宝石无核、黎明无核、红光无 

核和长穗无核白的腋芽诱导，诱导率在 8O 以上； 

京早晶 、森 田尼无核 、赫什无核、大粒 红无核 、艾麦纳 

和京可晶等在 1／2B5培养基生长较好，腋芽诱导率 

≥5O ，以此获得 的无 菌苗 能够满足下一 步的试验 

需求；底莱特接种后褐化严重，致使腋芽诱导率仅 

23．3 ；无核 白接 种后，腋 芽未萌动 率过高 (达 

77．4％)，致使腋芽诱导率仅 12．9％；爱莫无核、粉 

红无核和红无籽露生长也较 差，褐化现 象严重或腋 

芽未萌动率高，腋芽诱导率均低(≤30 )。底莱特 

等5个品种在 1／2B5培养基上培养后获得的无菌苗 

少，不能满足下一步试验的需求，需重新建立无菌 

系。将底莱特、无核白、爱莫无核、粉红无核和红无 

籽露 5个无核品种的单芽茎段接种到 1／2MS培养 

基上，其腋芽诱导率均高于 7O ，获得的无菌苗可 

满足下一步试 验需求 。 

2．2 继代增殖与生根培养基的筛选 

将初代培养获得的试管苗剪成单芽茎段接种到 

增殖 及生根培养基上培养 3O天后 ，不同培养基的培 

养效果差异很大。由表 2可以看出，综合增殖系数、 

平均根数、生长状况及成苗率等4个指标，艾麦纳和 

京可晶适宜在 1／2 B5培养基上进行增殖及生根培 

养，增殖系数分别为 4．0和 5．0，显著高于其他两种 

* 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黔科合J字 2006—2043)和贵州 

大学人才科研项目(贵大人基合字 2006—70097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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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培养基对 无核葡萄外植体萌芽和生长 的影响 

注：表中各数值后的大、小写字母分别指 0．01和0．05水平差异。表 2同。 

表2 不同培养基对无核葡萄芽的增殖及生根的影响 

注：增殖系数一培养增长节位数／接种时节位数；IAA浓度为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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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的培养效果，生根数量较多，成苗率高达 

100 ，且试管苗生长强壮，质量较高；黎明无核、长 

穗无核白和红无籽露适合在 J／2 MS培养基上增殖 

及生根，增殖系数高，试管苗生长健壮，叶色正常，生 

根情况较好，成苗率高，且无愈伤组织产生；1／2MS 

+1AA 0．1 mg／L适 合红宝 石无核 、红 光无核 和底 

莱特的增殖及生根培养，增殖培养所得的试管苗质 

量优良，增殖系数高 ；森 田尼无核在 1／2 MS和 1／2 

B5培养基中都能生长良好，试管苗质量较高，其增 

殖系 数 和生 根 数 都 显 著 高 于 1／2 MS+ IAA 

0．1 mg／L培养基 。 

2．3 试管苗质量对驯化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无核葡萄试管苗移栽成活的关键是幼苗质量， 

与品种的相关性较小。由表 3可知，生长健壮的试 

管苗移栽成活率明显高于次健壮苗和畸形 苗 ，健壮 

苗成活率是次健壮苗 的近 2倍 ，畸形苗移栽 不能成 

活。茎基部有无愈伤组织严重影响移栽成活率的高 

低 愈伤组织的存在不仅过多消耗营养，阻碍了根部 

和地上部的物质交换，而且移栽时易断根。结果显 

示 ，无论健壮苗还是次健壮苗 ，茎基部无愈伤组织 的 

试管苗移栽成活率均明显高于茎基部有愈伤组织 

的。从试管苗根数、根长、叶片数和叶色等指标来 

看，无论茎基部有无愈伤组织，根数不少于 4条，根 

长不小于4 CITI，叶数不少于 5片，叶色浓绿，茎干粗 

壮的试管苗移栽成活率高。因此，无核葡萄试管苗 

移栽时 ，应选根数在 5条 以上 ，根长 4 cm 以上 ，苗高 

5 cm 以上 ，至少 5片叶 片，叶色浓 绿，茎 干健壮 ，茎 

基部无愈伤组织的健壮苗作为移栽 材料 ，这 是保证 

无核葡萄试管苗成功定植大田的首要条件。 

表 3 无核葡萄试管苗质量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移栽 评价指标 移栽成活成活 

羹 塞绥 臀叶色怒茎干 

3 讨论与小结 

在组织培养中，不同基因型的材料所需要的适 

宜培养基不同 。在无核葡萄离体单芽茎段初代培 

养中，底莱特、无核白、爱莫无核、粉红无核和红无籽 

露在 1／2 MS中萌芽效果好，红宝石无核、黎明无 

核、红光无核、长穗无核、京早晶、森 田尼无核、赫什 

无核、大粒红无核、艾麦纳和京可晶在 J／2B5中萌 

芽效果好。 

在增殖及生根培养中 ，1／2B5和 1／2MS两种培 

养基均适合森田尼无核的离体快速繁殖；长穗无核 

白、红无籽露和黎明无核离体快繁适宜的培养基为 

1／2MS；1／2MS+ IAA 0．1 mg／L适 合 于红宝 石无 

核、红光无核和底莱特的离体快繁；艾麦纳、京可晶 

离体快繁的适宜培养基为 1／2 B5。以上 9个无核葡 

萄品种在上述培养基上均能一次成苗，且试管苗质 

量上乘，移栽成活率高。 

京早晶和赫什无核离体快繁较适宜的培养基为 

1／2 B5，无核白、爱莫无核和大粒红无核较适宜的增 

殖培养基为 1／2MS+IAA 0．1 mg／L，粉红无核离体 

快繁较适宜的培养基为 1／2 MS，但这6个无核葡萄 

品种在上述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中等，移栽成活率 

不是很理想，因此，各自适宜的离体快繁培养基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 

无核葡萄离体快繁的根本目的是繁育大量高质 

量的苗木，为无核葡萄的生产服务 因此，在研究无 

核葡萄快繁技术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对试管苗的移 

栽技术体系进行研究。本研究在前期对葡萄试管苗 

驯化移栽研究的基础上 6̈]，重 点对试管苗 质量与移 

栽成活率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 ，结 果发现无 核葡萄试 

管苗质量是制约其成功定植大田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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