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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品种“富有”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刘 恺t，贾春凤： 

(1．保定学院 化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0；2．保定学院 综合理科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较 系统地对甜柿(Diospyros kaki Thunb．)品种“富有”柿组培苗的继代增殖、叶片不定 

芽再生和生根的培养条件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富有”柿的最佳长期继代培养基为 MS+ZT 

2．0 mg／L+IAA 0．1 mg／L；高效不定芽再生体 系在培养基 MS(1／2N)+TDZ 0．4 mg／L+ZT 

1．0 mg／L培养30 d之后，转入培养基MS(1／2 N)+IAA 0．1 mg／L+ZT 2．0 mg／L中，其分化率 

达到90．3％以上，外植体平均芽数为4．6；生根选取在培养基1／2 MS+IBA 1．0 mg／L培养基中 

暗培养8 d，生根率为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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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柿属于完全甜柿，晚熟品种，进入结果期早，采收期长，产量较稳定，丰产且能在树上完全脱涩． 
一 般自然放置 18 d左右变软，商品价值高．该品种适应性广，比较耐瘠薄土地和干旱，适宜在气候温暖、雨 

量较少的地方栽培种植⋯．近年来，甜柿的组织培养技术取得一定进展 31，本文对“富有”柿的组培快繁及 

再生技术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以期为生产中柿苗木的快繁提供技术依据，同时也为柿转基因试验做准备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甜柿品种“富有”柿的休眠芽取自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天户峪村，树龄约8年生． 

1．2 试验方法 

1．2．1 继代增殖培养 

“富有”柿休眠芽接种于 MS(1／2N)培养基中，添加zT 1．0 mg／L，IAA 0．1 mg／L，继代培养 l5代后，把 

组培苗转接人含有0．5、1．0、2．0 mg／L ZT附加IAA 0．1 mg／L的MS(1／2N)、MS培养基中．30 d后观察结 

果，记录有效新梢率与增殖系数． 

1．2．2 叶片再生体系的建立 

切割“富有”柿组培苗顶端第2—3片展开叶，平铺在含有 1．0 mg／LZT的Ms(1／2N)培养基上，分别添加 

0．1、0．2,0．3 mg／L的IAA、NAA、IBA、2，4一D和0．2,0．4 mg／L的TDZ，观察叶片分化的愈伤组织情况．30 d 

后将诱导出的愈伤组织切下来，放到MS(1／2N)+zrr 2．0 mg／L+IAA 0．1 mg／L培养基中，诱导出不定芽． 

1．2．3 生根 

将在 Ms+ZT 1．0 mg／L+IAA 0．1 mg／L培养基中生长的“富有”柿组培苗接人 1／2MS+IBA 1．0 mg／L 

培养基中，培养前期进行 6 10 d暗培养，观察生根情况 ．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培养基及 zT对“富有”柿生长的影晌 

“富有”柿的休眠芽在 MS(1／2N)+zT 1．0mg／L+IAA0．1 mg／L中生长 l5代以后组培苗的生长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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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高降低，愈伤组织褐变较为严重．通过调节zT的浓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组培苗的状态 ．组培苗在 MS 

(1／2N)中外植体表现为：生长速度较慢，芽苗矮小，节间距小，叶片发黄，增殖系数并不会随着zT浓度的增 

高而升高 ．把“富有”柿的组培苗转入 MS培养基后，组 

培苗的叶片深绿，植株较高，腋芽发育较快，说明MS培 

养基适合甜柿的长期继代生长 ．试验结果见表 1． 

2．2 叶片愈伤组织不定芽分化 

愈伤组织诱导结果显示，在含有 ZT 1．0 mg／L的MS 

(1／2N)培养基中，不同种类及浓度的激素诱导的“富有” 

柿组培苗叶片愈伤组织情况差别很大，见表 2．2，4一D 

诱导愈伤组织能力最强，其次为 TDZ、NAA；从诱导的愈 

伤组织状态比较，0．2、0．4 mg／L TDZ和0．1、0．2 mg／L 

NAA诱导出大量绿色、颗粒状、质地较疏松的愈伤组织； 

而较低浓度的2，4一D诱导出大量乳白色、质地紧密的 

愈伤组织，很难分化出不定芽 ．将不同种类激素诱导的 

组培苗叶片愈伤组织切割后 ，接在培养基 MS(1／2N)+ 

zT 2．0 mg／L+IAA 0．1 mg／L中 ．“富有”柿组培苗叶片 

由2，4一D诱导的愈伤组织不能分化不定芽，连续培养3 

代仍然不具有分化能力 ．“富有”柿组培苗叶片经 NAA 

和 IAA诱导的愈伤组织分化率能达到 80％以上 ．而经 

TDZ诱导的愈伤组织在含有 zT 2．0 mg／L的培养基中分 

化率都达到了80％以上，平均不定芽数达到4．6． 

2．4 不同暗培养时间对“富有”柿组培苗生根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暗培养时间的延长，可以缩短“富有” 

柿生根时间，促进生根率的提高 ．不进行暗培养的组培 

苗生根培养 20 d时，生根率仅为 3．1％，远低于同期经 

过暗培养的组培苗．暗培养时间越长，组培苗生根时间 

越提前，但是暗培养 8 d与暗培养 10 d最终的生根率基 

本相同，暗培养 8 d的生根率略高于暗培养 10 d的组培 

苗生根率，达到 93．1％．由于较长时间的暗培养会引起 

组培苗的死亡，所以，暗培养时间采用8 d为宜．见图1． 

3 讨论 

表 1 不同ZT浓度和培养基 

对“富有”柿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表 2 生长素种类及浓度对诱导叶片愈伤组织的影响 

天数／d 

图 1 暗培养对“富有”柿生根的影响 

MS培养基是木本植物离体快繁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基础培养基[41．在“富有”柿组培苗的早期培养阶段， 

氮素浓度过高不利于芽的启动增殖培养[51．但是多代培养后随着苗生长繁殖速度加快，组培苗对氮素营养需 

求增加，MS(1／2N)培养基不能满足幼苗的生长，就要采用MS作为基本培养基 ．在柿的组培快繁过程中，细胞 

分裂素ZT是高效的且大多数柿品种必需的激素，“富有”柿的组培苗则只能在含有ZT的培养基中生长． 

培养基中附加细胞生长素可以提高组培苗叶片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当培养基中附加NAA后，愈伤组织 

诱导率可以达到 100％．但是细胞生长素对愈伤组织分化都有抑制作用，由2，4一D诱导的愈伤组织不能分 

化出不定芽；NAA会部分降低愈伤组织分化率 ．在根段分化试验中IAA也会略微降低根段分化率 ．TDZ对 

“富有”柿组培苗叶片诱导愈伤组织效果十分明显，愈伤组织诱导率可以达到90％以上，且分化不定芽效果 

显著．但是，TDZ诱导不定芽生长成完整植株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不利于芽延长t ～1．本试验采用了只在 

含有TDZ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 1代，之后将带有不定芽的愈伤组织切割后接入只含有 ZT的继代MS培养 

基中培养；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增加不定芽的分化数，同时也能使不定芽长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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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值偏小约5％一10％．而采用正确的方法得到的实验结果误差在2．8％一3．4％，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以上是对在用力敏传感器测量液体表面张力系数实验过程中出现的2个特殊现象以及容易出现的读数 

误区的分析 ．只有对原实验过程和结果进一步修正，才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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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根培养初期进行数天的暗培养可以显著提高“富有”柿组培苗的生根率，缩短生根时间．然而，暗培 

养时间过长，部分组培苗会枯萎死去 ．本试验表明生根培养初期暗培养8 d，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生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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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Fuyu”Persimmon(Diospyros Thunb．) 

LIU Kai’，JIA Chun-feng2 

(1．Department of Chemistry，Baoding University，Baoding 07 1000，China； 

2．Department of Comprehensive Science，Baoding University，Baoding 071000，China) 

Abstract：Study was carded out on effection of“Fuyu”on micropropagation，shoot regeneration and rooting．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MS medium supplementing ZT 2．0 mg／L and IAA 0．1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micropropa- 

gation．The best regeneration was achieved in MS(1／2N)+ TDZ 0．4 mg／L +ZT 1．0 mg／L．After 30 days culture， 

tIle callus were subdivided and transferred to MS(1／2N)medium supplemented wi山 ZT 2．0 mg／L and IAA 0．1 mg／L． 

Regeneration rate was 90．3％ ．average number of bud of each explant was 4．6．1／2MS medium supplementing IBA 

1．0 mg／L was the best medium for inducing roo ting by culturing 8 da ys under dark，and the rooting rate was 93．1％ ． 

Key words：Persimmon；“Fuyu”；micropropagation；plant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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