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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莓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技术研究 

和加卫 ，徐中志 ，唐开学 ，毕海林 ，和秀云 ，杨正松 ，朱映安 
(1．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云南 丽江 674100；2．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云南 昆明 650"231) 

摘 要：以未萌发的腋芽和带芽茎段为外植体，对黑莓进行了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研究。结果表明，未萌发的腋茅是最佳的外植 

体，MS+6-BA 1．0 mg／L+NAA O．2 n L为最适的增殖培养基；随后将产生的不定芽转到 1／21',1S附加6-BA 1．0 rag／ 的生根培养基 

中生根良好，移栽存活率达 9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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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f black raspberry 

HE Jia—wei ，XU Zhong-zhi ，TANG Kai xue ，BI Hal—lin ，HE Xiu—yun ，YMNG Zheng-sung ．ZHU Ying-an 

(1．Institute of Alpine Economic Plants，Yunnan Academy of A鲥cultural Sciences，Yunnan Lijim~g 674100，China；2．Yurmml Academy of Agricu1 

tu]ral Sciences，Yunnan Kunming 650231，China) 

A 舡曩ct：The techniques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on black raspberry
,
were studied by using axillary bud and stem Mth bud as ex 

plants．The rv-~u!．ts sh~-edthatthe best explm~twas axillary bud，the optimal subculturemedium wasMS + 6-BA1
． 0 rn I + NAA O 2mg／l ，and 

the motage nq~ urn was 1／2 MS + 6-BA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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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莓为蔷薇科(Rosaceae)悬钩子属(Rubus L．)植 

物，灌木型果树，根、茎、叶皆有药用功效[̈，果实为聚 

合浆果，色泽宜人，风味独特，既可鲜食，也可加工成 

果酱、果汁、果冻及多种食品添加剂，其营养价值和 

经济价值远远高于苹果、橘子、葡萄等水果，在食品 

加工、医药、化妆、天然香料、食用色素等方面有着广 

泛用途，是近年来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集营养与保 

健于一身的第三代新兴水果【 。树莓栽培品种无刺 

黑莓具有植株无刺、大果、丰产、抗虫等优良性状，因 

此，对无刺黑莓品种进行组织培养研究，在短期内获 

得大量的优质种苗，满足树莓规模化生产的需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外植体的建立 

选择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无刺黑莓植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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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芽和带芽茎段为外植体；先用洗衣粉液浸泡 1O 

min，流水冲洗 1 h，然后置于超净台，7O％酒精消毒 

30 S，再以0．1％ngcl2溶液处理 15 min，无菌水浸洗 

5次，滤纸吸干后接种于诱导基上。 

1．2 起始培养 

取消毒过的外植体腋芽和带芽茎段，分别接到 

起始培养基上：Ms+6一BA 0．2 mg／L+NAA 0．1 me-／ 

L。 

1．3 增殖培养 

将诱导形成的芽转接于下列增殖培养基上：① 

MS+6一BA 0．5 mg／L+NAA 0．05 m#／L，②MS+6一BA 

0．5+NAA 0．1 mg／L，③MS+6一BA 0．5 mg／L+NAA 

0．2 me／L， MS+6一BA 1．0 mg／L+NAA 0．05 mg／L． 

⑨ MS+6一BA 1．0 me／L+NAA 0．1 mg／L，⑥MS+6． 

BA 1．0 mg／L+NAA 0．2 mg／L，(Z)MS+6一BA 2．0 lT1 

L+NAA 0．05 mg／L， MS+6一BA 2．0 ,ng／L+NAA 

0．1 mg／L，⑨MS+6一BA 2．0 mg／L+NAA 0．2 me／L。 

1．4 生根培养及炼苗 

选取生长健壮的单个丛生芽接种于培养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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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6一BA 1．0 mg／L(2％蔗糖)上。根长至 1～2 cm 

时，把试管瓶移到室温条件下进行炼苗，一段时间后 

进行移栽。上述培养均为固体培养基，琼脂浓度为 

0．65％，蔗糖浓度为 3％，培养温度为(23±2)℃， 

光照强度为 1500 lx，光照时间为 12 h／d，培养基 pH 

为 5．8～6．0。 

2 结果与分析 

2．1 起始培养 

将消毒过的腋芽剥去鳞片，露出幼嫩芽体，接种 

于起始培养基中，10 d后，腋芽基部开始有膨大，腋 

芽开始萌发；将消毒过的茎段切成 1 cm左右，接种 

于起始培养基中，茎段茎基部有一定程度的膨大，20 

d后，带芽茎段基部形成愈伤组织，芽开始萌发。观 

察腋芽和带芽茎段萌发情况(表 1)，发现腋芽萌发 

情况较好，污染少，带芽茎段绝大多数被污染，腋芽 

和带芽茎段少数变褐坏死。 

2．2 芽诱导分化及丛芽的增殖 

将起始培养中未污染的芽长至 2～3 cm时转接 

于增殖培养基上。20 d后，每个芽体可分化出 1～ 

11个新芽(表2，图1)。外源激素是诱导芽增殖的关 

键物质，适宜的激素组合可以使芽的增殖系数达到 

最高L3 J。从增殖系数来看 ，培养基⑦、⑧、⑨依次最 

高，培养基⑦长出的芽较矮小细缩，培养基⑧、⑨丛 

生芽生长畸形；从生长情况来看，培养基①生长最缓 

慢，且增殖系数最低，培养基⑤和⑥中芽长势好，且 

健壮，其中培养基⑥的增殖系数比培养基⑤的高，因 

图 1 黑莓丛生芽增殖 

Fig．1 Themultiplication ofbuds 

表 2 丛生芽的增殖情况 

Table 2 Multiplication of l1uds 

此，培养基 MS+6 BA 1．0 mg／L+NAA 0．2 mg／L是 

无刺黑莓品种工厂化育苗较适宜的增殖培养基。 

2．3 根的诱导和试管苗炼苗移栽 

单个丛生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 1／2MS+6一BA 

1．0 mg／L(2％蔗糖)上，10 d后切 口基部出现白色 

的根状突起 ，25 d后，形成较多的根，每株生根 8条 

以上，生根率为 95％以上(图 2)。因此，适宜黑莓 

生根的培养基为 1／2MS+6一BA 1．0 mg／L。 

当根长至 1～2 cm时，把培养瓶移到室温条件 

下，2 d后微开瓶，再过 2 d后全开瓶，全开瓶 2 d后 

可以进行炼苗移栽。以河砂与木屑混合作为苗床基 

质，用消毒剂消毒苗床。保持空气湿度和温度，遮荫 

养护，成活率可达90％以上。 

图 2 黑莓生根情况 

Fig．2 1he rooting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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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黑莓腋芽表面被鳞片，在较长时间消毒后，内部 

芽体损伤较小，又保证了消毒效果，在适当的诱导培 

养基上，能很好地萌发并在基部形成愈伤组织。带 

芽茎段，外植体较大，消毒不彻底，容易污染。另外， 

取外植体选在初春，腋芽经过 自然状态下的低温休 

眠，萌发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所以，在黑莓的 

组织培养过程中，以腋芽作为外植体效果较好。在 

增殖过程中，随着继代次数的增加，激素的需要量会 

逐步下降，因此要根据黑莓的生长情况及时调整激 

素浓度，不断获得健壮的继代苗。 

生根阶段，为节约成本，倒瓶时培养基稍微倒 

薄，接种密度可以稍大。出瓶洗苗时根不易与琼脂 

分离，易损伤根，影响炼苗成活率。为了减少根系的 

损伤，提高炼苗成活率，可以在培养基上放少量活性 

碳，或者在生根诱导 10 d后开始瓶炼，4 d后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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