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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桑的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 

曾 斌，克热木·伊 力 
(新疆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校级重点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室，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摘 要：选用吐鲁番地区的紫桑椹单芽嫩茎段作为材料，研究果桑的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技术，结果表明：果 

桑的启动最适培养基是：M +BA0．6 n L；最适增殖培养基是：M +BA0．6 n L+NAA 0．9 me／L；最适生根 

培养基是：1／2 +NAA0．3 rag／L+mA0．6 rI Lo采用基质移栽，成活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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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Plantlet Regeneration of M orus alba L． 

Bin。Keremu·y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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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oO52，China) 

Abstract：qqae irdany plants of Morus a／ha I ．we／'e taken as explants culture in vitro to induce the plant 

regeneration ．1he results sh that the best shoot inducement medium is MS+ BA 0．6 rrg／L；the best 

multiplication medium is MS+BA 0．6 rrg／I +NAA 0．9 rrg／I ；the best medium for rooting is 1／2 IVIS+ NAA 

0．3 rre,／t +IBA 0．6 H喀／L．In the groundmass transplantation way，the survival rate wa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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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桑是桑科桑属的古老果树，通称为桑椹。栽桑养蚕一直是我国人民衣着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农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被认为是极有经济价值的树种。近年来，果桑开拓了新的用途。其果实因富含 

营养，成熟极早，甘甜多汁，风味可口，含多种营养，受人欢迎。果桑又是药用植物，具医疗保健作用，除 

鲜食、药用外，还可酿酒、榨汁、晒干、制酱。如近年广为畅销的桑椹酒、桑椹饮料等加工产品。另外果桑 

具有很强的抗逆能力，是一种很好的治理荒漠化、盐渍化、干旱化的经济类果树[1】。 

对果桑单芽茎段的离体外植体进行不同激素及浓度的筛选，确定最佳配方组合，为今后果桑组培苗 

工厂化生产提供技术依据。同时也为快速繁殖该种苗木开辟了一条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研究所采用的果桑品种取自新疆吐鲁番地区 1O年紫桑椹栽培园中，取当年新生枝的带腋芽的嫩茎 

段作为组培的外植体。 

1．2 无菌苗的获得 

剪取带腋芽的茎段，剪去叶柄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冲洗 60 min，用 70％的酒精处理 30 S，再用 0．1％ 

HgCI2处理 8 min，无菌水冲洗 3次，用剪刀、镊子将茎段剪成 1．5 an左右的单芽茎段接种到已灭菌的启 

动培养基上。 

1．3 培养条件 

研究所采用的基本培养基是 培养基，附加各种激素。蔗糖用量：启动和增殖培养基中均为30 g／ 

I ，生根培养基中为 15 g／L。其他条件：各阶段培养基中琼脂均为 6 g／L，oH值5．8，培养温度(25±2)℃， 

光照强度3 500 Ix，光照时间 14～16 h／d。 

1．4 启动培养 

选取单芽茎段为外植体，设计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进行了最佳启动培养基的筛选。BA(O、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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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和0．9)；mA(0、0．3,0．6和0．9)，16种不同组合。采用 I 6(4 )正交试验设计。 

1．5 增殖培养 

1．5．1 不同细胞分裂素浓度对增殖的影响 

启动培养之后，研究不同细胞分裂素对增殖的影响，选取两种常用的细胞分裂素：BA(0．3、O．6、O．9 

和 1．5)，K"r(o．3,0．6,0．9和 1．5)分别进行增殖培养试验，30 d后统计增殖系数(有效增殖芽数与接种芽 

数的比值)。 

1．5．2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增殖的影响 

在前面试验的基础上，把 BA固定在O．6 rrg／I (即最佳)，研究不同生长素对增殖的影响：mA(0．3、 

O．6、0．9和 1．5)，NAA(0．3、0，6、0，9和 1．5)，发现不同生长素种类和浓度对增殖培养的影响是不同的。 

1．6 生根培养 

基本培养基选用有利于生根的低盐 1／2 培养基，选用 2种生长素 (0、O．3、O．6和 O．9)，NAA 

(0,0．3、0．6和 O．9)各4水平采用I 6(4 )正交试验设计实验，30 d后统计生根率(有生根现象的茎段数／ 

原接种的茎段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启动培养 

实验结果发现外植体在只加细胞分裂素(BA)的培养基上诱导腋芽分化的速度加快，分化出的芽的 

个数最多。通过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确定最适的启动培养基为：9 号培养基， +BA O．6嚆／Lo 

表 1 

2．2 增殖培养 

2．2．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增殖的影响 

BA对增殖系数的影响均优于 KT。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为 BA O．6嚆／I 时，增殖系数最大。这说 

明果桑组培过程中，细胞分裂素BA对增殖影响优于KT。图 1 

2．2．2 不同生长素对增殖的影响 

添加NAA的培养基，增殖系数均高于添加 IBA培养基。结果表明：生长素NAA O．9嚆／I 对结果影 

响最为有利，果桑组培过程中，生长素NAA对增殖影响优于 IBA。图2 

综合前面两次增殖培养的试验，增殖培养的最佳培养基配方组合为： 十BA O．6 mg／L十NAA O．9 

m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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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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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增殖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ell division 

hormone on shoot proliferation 

2．3 生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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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生长素对增殖的影响 

Fig．2 Infl uence of different growth 

hormone OR shoot proliferation 

结果表明。IBA不同浓度对生根率的影响与 NAA浓度密切有关：7 号培养基：当NAA浓度在 O．3 

mg／I 时，IBA在 O．6嚆／I 时生根率达到最大，而且据观察根较长、粗壮，有利于移栽后的成活。表 2，图 

3 

方差分析结果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NAA为O．3 I ，IBA为O．6 mg／L时，与其它组合的差异显 

5  4  3  2  l  0  
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334· 新疆农业科学 43卷 

著，即对生根培养最为有利，并验证了以上观察结果。 

O．3 rr~／L+IBA O．6 n遐／I 。表 2 

表 1 不同启动培养基对外植体启动的影响 

Table 1 llfIuence of di rent shoot inducement 

medium concentrati0n on shoot inducement of explant 

因此，生根培养基的最适配方为：1／2 MS+NAA 

表 2 不同生根培养基对生根的影响 

Tahi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auxin on rooting 

2．4 炼苗及移栽 

选择生长健壮、根系发达的30 d龄试管苗在 

炼苗室内强光炼 3 d，之后用竹棍划碎培养基，将 

试管苗移出，洗净根部残留的培养基，把湿润的试 

管苗平摊在干报纸上吸干水分。之后再移栽到 

1／2珍珠岩+1／2蛭石基质中，扣上塑料薄膜。每 

2 d用 1／4 MS基本培养基营养液浇灌 1次，保湿 1 

周，揭去薄膜用遮阳网适当遮荫，2周后揭去遮阳 

网，直接光照，经 1～2周后即可移栽到大田中。 

移栽成活率可达 85％【 ·3】。 Fig．3 

3 结 论 

图 3 再生植株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embryogenic callus 

3．I 植物激素是影响组培快繁的重要因素，实验通过对激素的筛选，结果表明：果桑离体培养芽增殖中 

细胞分裂素 BA较l汀 好，生根培养中生长素NAA较 IBA好，试管苗生长健壮，生根率和移栽成活率高， 

能较好的满足离体快繁的需要。 

3．2 研究发现：在果桑的增殖培养中，产生愈伤组织很少，且没有愈伤组织再生不定芽现象。果桑是以 

腋芽形成丛生芽的方式进行增殖的。这一增殖途径对保持果桑组培苗遗传性状稳定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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