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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桑离体组织培养研究 

刘健，于元杰 (I【I尔农、 大学，I 泰安271[)()o) 

摘要 以果桑为材料，对其进行组织培养，结果表明：基本培养基Ms较有利于果桑芽体的萌发与生长：初代培养最佳培养基为、1 + 

B 2．()『ll 1 +NAA 0．1 l11 I_；继代培养最佳培养基为 MS·--B 2．0 m~L+N 0．20 lng／1 +GA l 0 l11g／l_；生根培乔最佳培 养基为 1／2、1 + 

N 0．2 m L+IBA 0．5 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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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 ulberry Tissue Cul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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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在L【J东滨州职业学院植物组织培养 

中心进 一接种材料取自11l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地方果桑晶 

种大紫占ff一取春季新梢顶芽，用洗洁净溶液浸泡芽体20t in， 

不断 }式管刷搅拌，自来水冲洗干净后，再用滤纸吸干芽体 

表面水份 将芽装入尝口的广口瓶，加入适量体积的0．1％ 

HgCI 溶液，并加入 1～2滴吐温一80，用力振荡 5～10 rail ，倒 

去消毒液后，用无菌水清洗 3～4次：在无菌滤纸上剥取芽内 

生长点接种，4～5个／瓶： 

1．2 试验方法 

1．2．1 琏本培养基筛选 分别用 MS(Mu ashige and sk ，g)、 

I／2MS、WPM(Wood planl lnedium)、B5(Gamborg s B5 mediuln) 

作基本培养尽，各处理采用相同的激素水平，添加 B̂ 2．0 

rag／L+NAA 0．1 mg／1 各处理接种 10瓶，3个芽／瓶．3}欠 

复 25 d后观察芽生长情况： 

1．2．2 代培养基筛选 ，|_不同 BA浓度对茎芽增殖的影 

响：BA浓度设 0．4、0．8、1．2、1．4、1．8、2．0、2．4、2．8 lIlg／I．8个处 

理，各处理分别接芽 15个，28 d后调查茎芽增殖情况 

BA NAA配合使用对茎芽增殖的影响：BA为 2．0。11 L， 

NAA浓瞍 没 0．05、0．10、0．15、0．20、0．25、0．30、0．35 lng／1 8个 

处理 各处理分别接芽处理接芽 15个，28 d后调查茎芽增 

殖情 

1．2．3 继代增殖培养 筛选：以MS为基本培养基，分圳附 

加 BA 0、1．0、2．0、3．0 mg／1 和 NAA 0、0．O1、0．05、0．10 fIlg／L， 

GA 0、0．5、1．0、2．0 mg／L，采fH正交试验设计：30 d后调查茎 

芽生长情况 

1．2．4 生根培养基筛选=将继代培养基中高于 1．5 cm的幼 

苗切H{，分别转接剑_女I】下生根培养基 t-：I／2MS，1／2 MS+ 

NAA 0．2 mg／L，1／2 MS+NAA 0．5 mg／I ；1／2 MS+NAA 1．0 n1 I ； 

1／2 MS+NAA 0．2 mg／L+IBA 0．5 mg／L．1／2 MS+NAA 0．2 nlg／1 + 

IBA 1．0 mg／L；1／2 MS+NAA 0．5 mg／I +IBA 1．5 mg／L：各培养基 

q~y,j』JI1人o．15％的活性炭 每个处理接 30个幼苗，3次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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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25 d 统计牛 、 

1．3 培养条件 培养窀温度 23～25℃，光照1 000～2 500 1、 

左右，光照时问 12 I1 基本培养荩 勾MS、附J J【l蔗 2O ／l_， 

琼脂6 g／L作为 定剂，DH值为5．8～6．0 

1．4 数据处理 }式验数据川 1)PS(I)a lIro('ess I)统 软 

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培养基筛选 果桑顶芽 不卜11培养蟮 l 的 J 长 

情况 表 1一表 1表明，培芥8 d 芽开始f}}{K， 部嘭人、 

逐渐形成愈伤组 MS培养基 l t-愈伤教 、愈伤萌芽数 

均为最 多，芽 K最 }∈；B5 PM』 芥』 }久之 ：l／2XIS培 养 

拭 ‘牛愈伤数 、愈伤萌芽数均 少， K H 录川新 

复卡墁 测验(SSR)，逊f 差异显酱忡分忻， 丧2 

表 1 培养基对果桑芽体萌芽及生长的影响 

表 2 培养基对果桑芽体萌芽及生长的影响分析 

表 2表明，产 卜愈伤数，MS培养 J』L他3 养 

问仔在显著差异一愈伤萌芽数，MS j、、PM埔芥 仔 

荠异，但不显著；Ms与 1／2 MS培养尽问 达 水半 

芽长，各培养基问 仃 差异，但芹芹均 冀： 晚明 奉 

培养基 MS较有利于果桑芽怵的萌发 j， 

2．2 BA浓度对愈伤增殖 的影 响 B‘、是愈伤组 增锖的 

重要影响闰子 一表 3表 ，BA浓f!{= ()．4～2．0 mg／I 池⋯内， 

酞管苗愈伤增殖数随 BA浓度的增』Ju而递增； 1 B 浓度达 

2．0 mg／I 时，愈伤增殖的平均数达最大值， 6．0芽／个 随 

后愈伤芽增殖数随 BA用量的增l『J【i而递减， B、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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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 L时，愈伤增殖数仅为 2．8个芽／个，比BA浓度为 1．4 

m L时的茎芽增殖数减少 3．2芽／个。说明愈伤增殖培养时 

BA的最佳浓度为 2；0 m L。 

表 3 BA浓度及 BA与 NAA配合使用时 NAA浓度 

对果桑愈伤增殖的影响 

2．3 BA与NAA配合使用对茎芽增殖的影响 当 BA用量 
一 定(2．0 mg／L)时，配合不同用量的NAA进行试验(表 3)? 

表 3表明，在试验处理范围内，NAA浓度以0
．1 mg／L效果最 

好，其愈伤平均增殖数为6．5芽／个。NAA浓度高或低于0
． 1 

m L效果都不理想。 

2．4 继代培养基筛选 表4表明，培养基中只添加NAA和 

GA3时，芽的萌发率很低；添加 NAA、CA 和1．0mg／LBA时， 

萌芽率均值上升；添加 NAA、GA 和 2 0m玑 BA时，萌芽率 

均值达最大，为76．7％，且在嫩茎中部有 2重芽萌发，萌芽 

较长；添加NA、GA 和3．0mg／LBA时，萌芽率均值有所下降： 

表 4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及浓度配比对果桑萌芽率及生长影响 

由极值尺(表 5)可以看出，BA促进萌芽率效_果最佳，说 

明萌芽对 BA的反幢敏感；促进萌芽率效果其次为 NAA
、 

GA ，两者各处 水平问差异较小：表 5表叫，继代培养的培 

养基最佳配比为 MS+2．0 mg／L BA+0．20 mg／L NAA+1
． 0 m ／I 

GA ：由方差分析表(表6)可以看 ，BA j N 、、( 、 问的 

萌芽率差异显著，NAA与 GA 问的萌芽串芦 小 普，这 

与极值分析结果柞i符、 

对芽长的影响，BA效果最显著，其次为GA ， 次为NAA一 

表 5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果桑萌芽率及生长影响的极值 

2．5 生根培养 激素对植物根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一不同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及浓度对果桑生根的影H阳结果见表 7 

表 6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果桑萌芽率的方差分析 

注：置信度 “：0．05 

由表7可知，在该试验采用的所有培养基 卜‘，果桑均能 

够生根，说明果桑组培苗容易生根。表 7还表明，在只添加 

NAA的情况下 ，单株根的数量平均达到 3．7条，根较粗壮， 

叶色深绿；在同时添加 NAA和 IBA的情况下，根的粗细适 

中，叶色绿色。说明同时添加 NAA和IBA对果桑生根的效 

果更好。适宜大紫甜果桑生根的最佳培养基为 l／2 Ms+ 

NAA 0．2 mg／L+IBA 0．5 mg／L。 

3 结论 

(1)基本培养基筛选。试验表明基本培养基 Ms较适合 

果桑芽体的萌发与生长。 

(2)初代培养。试验表明，BA浓度为0．4～2．0 mg／1 时，试 

表 7 不同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及浓度对果桑生根的影响 

管苗茎芽增殖数随 BA浓度的增加而递增 ，BA浓度采用 

2．0 mg／L效果最好；NAA浓度采用 0．1 m L效果最好。初代 

培养最佳培养基为MS+BA 2．0 mg／L+NAA 0．1 mg／L。 

(3)继代培养。试验表明，添加 2．0 mg／bBA时，萌芽率 

均值最大；对于芽长的影响 BA的效果最显著，其次为GA ， 

再次为 NAA。继代培养最佳培养基为 Ms+BA 2．0 mg／I + 

NAA 0．20 mg／L+GA3 1．0 mg／L。 

(4)生根培养。试验表明，同时添加 NAA和 IBA对生根 

效果较好；大紫甜果桑生根培养的最佳培养基为 l／2 Ms+ 

NAA 0．2 mg／L+IBA 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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