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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桑的植物非试管快繁研究 

王丹凤 赵 根 朱丽霞 
(1 缙云城北乡农业综合站，浙江丽水 321402；2 丽水农科所快繁中心，浙江丽水 323000) 

摘 要：在植物快繁智能控制计算机进行温、光、湿度等的控制下，以用快繁宝200PPM处理2h为最佳，其生根时间为20d，生根率达 

到95．6％ ，新根的数量为8．7根，平均根长达到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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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桑为桑科桑属落叶乔木或灌木，果实通称桑椹。传 

统桑叶用来养蚕结茧制丝绸，而桑果富含 l8种氨基酸、人 

体很容易吸收的果糖和葡萄糖、酸、脂肪、果胶、维生素、微 

量营养元素、红果品种富含天然红色素，桑果“既是食品又 

是营养保健品”而被人们将其视之为珍品。目前国际上正 

在掀起开发第三代水果资源热潮，被列为第三代水果之一 

的桑果享有盛誉。桑果既可鲜食，又可以制成桑果汁、发 

酵干红酒、果酱、果脯、果冻、罐头、果醋、天然红色素等系 

列风味上乘的高品位的营养保健和功能性食品。目前国 

内果桑最主要是以种子或嫁接的方式育苗 0 ，其繁殖的 

速度非常慢、生育期长，嫁接又受到季节和技术的影响，成 

活率也不高。为了更好的开发果桑和解决 目前市场对优 

质果桑苗的需求，笔者于2006年在丽水对果桑的非试管 

快繁技术进行了研究。 

l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繁殖材料为人工栽培果桑，取材时间为2006年的3月 

8日，下切口在叶下0．2cm左右的地方进行斜剪，上切口进 

行平剪，去掉桑椹，繁材长度5一l0cm，去掉部分幼叶。 

1．2 实验药剂 

处理药剂为快繁宝，是丽水市农科所快繁中心自行研 

制开发的生根促进剂。 

1．3 试验环境 

试验地点在丽水农科所快繁实验基地，基地为240m 

的标准钢架塑料大棚，苗床宽为 1．2m，长 14．5m，苗床先 

铺鹅卵石后铺 15cm厚的珍珠岩，温、光、气、热用丽水农科 

所快繁中心和国防科大共同开发的植物快繁智能控制计 

算机进行智能控制。 

1．4 试验设计 

把制作好 的离体材 料分别进行快 繁宝 50PPM、 

100PPM、200PPM、400PPM 处 理 2 h，2000PPM 进行 处理 

15s，并设快繁空白对照，重复 3次，繁殖到 32孔的穴盘 

上，放到快繁苗床随机排列。 

1．5 观测方法 

在繁殖材料繁到快繁苗床后开启智能计算机，当繁殖 

材料形成愈伤组织形成后每 3d观察 1次，记载生根的时 

间均以30％生根为准，4月28号进行移栽统计其生根率、 

新根的长度、根的数量，5月7号查看其移栽成活情况。 

1．6 试验数据分析方法 

用目测进行生根率统计、根系长度用游标卡尺进行测 

量统计，统计好的数据进行新复极差法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表 l 果桑非试管快繁试验结果 

注：小写字母表示在5％水平上的差异检验 

2．1 各种处理对生根时间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到，30％的繁材生根的时间经快繁宝 

20oPPM 2h处理的果桑为20d，比空白对照提早 15d，与各 

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快繁宝400PPM处理次之，为25d，与 

50PPM、100PPM、2000PPM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与空白 

对照差异显著。 

2．2 各种处理对生根率的影响 

从表 l我们可以看到，经快繁宝 200PPM 2h处理的 

果桑生根率最高为95．6％，比空白的62．2％高出33．4个 

百分点，与对照差异显著，与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快繁 

宝 100PPM处理次之，为86．5％，比对照高出24．3个百分 

点，与对照 以及各处理差异显 著，而快繁宝 50PPM、 

400PPM、2000PPM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与空白对照差异 

显著。 

2．3 各种处理对抽发新根数量的影响 

从表 l看到。经快繁宝200PPM 2h处理的果桑平均新 

根数量最多为8．7根，比空白对照的5．1根高出2．6根差 

异显著，与各个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快繁宝 100PPM处理 

次之为7．6根，与对照以及各处理之问差异显著，而快繁 

宝50PPM、400PPM、2000PPM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与空 

白对照差异显著。 (下转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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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植物细胞悬浮培养生物反应器技术 生物反应器技 

术具有很多优点：工作体积大、单位体积生产能力高、物 

理和化学条件控制方便等。 

3 植物细胞培养的应用现状 驯 

目前植物细胞大量培养主要应用于以下三个方面： 

3．1 细胞代谢产物 主要集中在研究制药(如如抗癌药 

物紫杉醇、疗伤药物紫草宁、保健药物人参皂甙等)、油料 

(如如豆寇油、春黄菊油等)、食品添加剂(如生姜、香子兰 

等)、调味剂(如胡椒、留兰香等)、食用色素 (如花青素 

等)、饮料(如咖啡、可可等)、树胶(如阿拉伯胶等)。 

3．2 人工转化 通过植物细胞培养生产有用化合物的另 

一 方面是植物细胞分泌的酶的催化——生物转化，但由于 

在酶的生物转化大规模培养方面遇到传代细胞变异的问 

题，难于实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因此发展缓慢。 

3．3 人工种子 人工种子一词是美国学者 Murashige 

1978年在第四届植物组织及细胞培养会议上提出的。植 

物人工种子研制包括：体细胞胚诱导、体细胞胚胎发生的 

同步控制、体细胞胚大规模培养、人工种皮的研究、人工种 

子的包埋、人工种子的储存和干燥等六项。由于体细胞胚 

质量、人工种皮的营养供给及通气、抵抗污染等技术问题， 

人工种子的研究仍只处于实验室阶段。 

4 展 望 

植物细胞培养进行有效成分的生产发展到现在，已经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从20世纪 90年代以来，利用 

植物细胞工程进行天然产物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它与基因工程、快速繁殖形成了三大主流 。20世 

纪90年代全世界已经有 1 000多种植物被进行过细胞培 

养方面的研究 。但是，植物细胞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细胞内部存在多种的正反馈和负反馈调控机制，细胞的 

各种亚体系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偶联关 

系；植物细胞在培养过程中的生长缓慢、不耐剪切力、目标 

代谢产物含量低等自身特点同时也影响了其工业化生产 

的进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细胞 

培养这种方兴未艾的技术将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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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各种处理对抽发新根长度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经快繁宝200PPM 2h处理的果桑平 

均新根长度为最长达到4．8era，比空白对照长了1．8em，差 

异显著，与各个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快繁宝 100PPM处理 

次之为 3．7era，与对照以及各处理差异显著，而快繁宝 

50PPM、400PPM、2000PPM处理之间以及与空白对照差异 

都不显著。 

3 小结 

通过试验研究表明，运用植物快繁智能控制计算机进 

行温、光、湿度等的控制下，以快繁宝 200PPM处理 2h为 

最佳，其生根时间为20d，生根率达到95．6％，新根的数量 

为8．7根，平均根长达到4．8era。通过智能计算机温、光、 

湿度等的控制和快繁宝的处理，其根系特别的发达，移栽 

成活率达到 100％，是一种理想工厂化育苗，能够快速的 

解决市场对优质果桑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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