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农业科学 2006年第4期 一 75一 

白芨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研究 

田英翠。，袁雄强 

(1．中南林学院，湖南长沙410004；2．长沙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 

摘要：在白芨组织培养快繁过程中，细胞分裂素 BA对原球茎诱导有极显著影响，KT和zT的作用不明显； 

BA和生长素NAA均对原球茎的诱导和增强起明显的促进作用，且 BA对白芨幼苗的增殖效果更为显著；GA和 

番茄汁的合理组配是白芨生根壮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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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芨(Bletiua striata)属兰科白芨属植物，分布 

于我国的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白芨花鲜黄色， 

花期5～6月，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深受人们喜 

爱  ̈J。但白芨分株繁殖周期长，繁殖率低，远远不 

能满足商品化生产的要求。目前关于白芨组织培养 

的报道极少 -4 J。本试验旨在探讨白芨组织培养快 

繁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其原球茎诱导、幼苗分化及生 

根壮苗的影响，以寻找最适的培养条件，为其快繁及 

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切取白芨幼根，消毒处理后剪成0．5 cm左右长 

的根段作为诱导原球茎的外植体材料。以ZW 和 

1／2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琼脂 14 g／L，pH值5．1 

— 5．4。培养温度(25±3)cI=，光照度约2 000 lx，光 

照时间为(15±1)h／d【5-6 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细胞分裂素对白芨原球茎诱导的影响 

我们设计了L9(3 )正交试验，以了解细胞分裂 

素ZT、BA、KT对白芨原球茎诱导的影响。每一处 

理接种20个根段外植体，重复3次，培养基为ZW+ 

1．0 mg／L NAA+10％椰子汁 +2 g／L CH(水解酪蛋 

白)，培养4周后调查原球茎诱导率和每个外植体 

所形成的原球茎的个数。从试验结果(表1)可以看 

出，BA对白芨原球茎诱导有显著的作用，而 K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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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的诱导作用不明显，且BA对所诱导的外植体形 

成的原球茎个数影响极显著，KT和zT对原球茎个 

数影响显著。 

表 l ZT、BA、KT正交试验结果 

处理 ZT BA KT 诱出原球 原球茎诱 
序号 (mg／L) (mg／L) (mg／L) 茎数(个) 导率(％) 

1 0．2 0．2 0．2 57．2 50．4 

2 0．2 1．0 1．0 67．6 63．3 

3 0．2 2．0 2．0 69．2 63．8 

4 1．O O．2 1．O 65．7 52．9 

5 1．O 1．O 2．O 69．7 68．2 

6 1．O 2．O O．2 62．7 56．2 

7 2．0 0．2 2．0 61．2 53．8 

8 2．0 1．0 0．2 60．7 50．7 

9 2．0 2．0 1．O 69．2 63．9 

注：ZT、BA和 KT诱导原球茎数的 F值分别为 5．35 、l2．65“ 

和6．18 ；zT、BA和KT的原球茎诱导率F值分别为2．30、6．28 和 

5．57。。 {表示 P<0．05；{{表示 P<0．Ol。 

2．2 蔗糖、BA、NAA对白芨原球茎诱导的影响 

为了解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碳源对白芨原球茎 

诱导的影响，找出各种因素的最佳组合，设计了k 

(3 )正交试验。碳源选择蔗糖，生长素选择 NAA， 

细胞分裂素选择 BA。每个处理因素分别设置3个 

水平(表2)。每一处理接种20个根段外植体，重复 

3次。基本培养基为 ZW+10％椰子汁 +2 g／L cH 

+30 g／L蔗糖，培养4周后调查各项指标。 

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 BA和生长素 NAA均对 

白芨原球茎诱导有极显著的影响，能明显促进外植 

体形成原球茎，蔗糖的作用不太明显。可见白芨原 

球茎的最佳诱导培养基应为：ZW+1．0 mg／L BA+ 

2．0 mg／L NAA+10％椰子汁 +2 g／L CH+30 g／L 

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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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蔗糖、BA、NAA正交试验结果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蔗糖 、BA和NAA诱导 

球茎数的F值分别为0．9、8．12”和9．78”；蔗糖、BA和NAA原球 

茎诱导率F值分别为1．3、4．756”和1O．74”。 

2．3 蔗糖、BA、NAA对白芨原球茎增殖及幼苗分化 

的影响 

原球茎的增殖和幼苗的分化关系到白芨繁殖速 

度的快慢，繁殖系数的高低。将蔗糖、BA、NAA设置 

为L9(3 )正交试验(表3)，以找出适宜的增殖分化 

培养基。每一处理接种20个切割后的原球茎，重复 

3次。基本培养基采用ZW，培养4周后统计原球茎 

增殖个数和幼苗分化率。从表 3可以看出，BA和 

NAA对白芨原球茎增殖都有极显著的影响，而 BA 

则对幼苗的分化率有显著的影响。处理5所得到的 

增殖率和分化率最高，所以适宜的培养基应为：ZW 

+0．5 mg／L NAA+1．0 mg／L BA+30 L蔗糖。 

2．4 GA和番茄汁对白芨无根苗生根壮苗的影响 

表3 蔗糖、BA、NAA对白芨原球茎增殖及幼苗分化的影响 

注：蔗糖、BA和NAA原球茎增殖数F值分别为1．56、7．28”和 

9．67“；蔗糖、BA和 NAA的幼苗分化率 F值分别为 4．42 、 

13．32”和2．13。 表示 P<0．05； 表示P<0．01。 

为探寻白芨无根苗生根壮苗的合适培养基，设 

置4种不同的培养基(表4)，培养中均添加30 L 

蔗糖，7 L琼脂，pH值5．4。将大小达3 cm左右 

的无根苗切成单苗，接种到4个不同的生根培养基 

上，每种培养基接种20株，重复3次，培养4周后统 

计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前3种培养基上瓶苗的根数 

明显比第4种培养基上多，苗也明显高，说明GA和 ， 

番茄汁对白芨无根苗的生根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对幼苗的生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添加GA的 

培养基上苗根较长，苗明显较高，而添加番茄汁的培 

养基上苗根和苗明显粗壮。可见，GA有利于根茎 

纵向伸长，番茄汁更有利于根茎横向生长，两者的合 

理组配是形成白芨兰健壮瓶苗的关键。 

表4 GA和番茄汁对白芨无根苗生根壮苗的影响 

3 结论 

在白芨组织培养快繁过程中，细胞分裂素 BA 

和生长素 NAA均可促进原球茎的诱导和增殖，且 

BA对幼苗的分化也有极显著的影响，两者的适宜配 

组，再添加低浓度的蔗糖作碳源，就成为白芨兰原球 

茎诱导和幼苗分化的最适培养基，即：ZW+1．0 

mg／L BA+2．0 mg／L NAA+10％椰子汁 +2 L CH 

+30 L蔗糖；ZW +1．0 mg／L BA+0．5 mg／L NAA 

+30 L蔗糖。GA和番茄汁对白芨无根苗的生根 

壮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确定生根壮苗培养基 

为：1／2MS+1．0 mg／L NAA+1．0 mg／L GA+200 

L番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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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破眠剂芽灵的使用效应和安全性试验 

钱亚明，吴伟民，赵密珍，王壮伟，袁 骥，孟宪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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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芽灵以推荐剂量(A剂稀释10倍，B剂稀释1 000倍)涂抹藤稔和京秀葡萄结果母枝 1次，不但可以显 

著提高其萌芽的整齐度和萌芽率，萌芽率最终分别高达94．43％和94．80％，而且可以使京秀提早2 d萌芽和 

开花。 

关键词：葡萄；破眠剂；芽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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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破眠剂石灰氮在葡萄设施促成栽培上的应 

用已有不少报道 j，但由于其气味刺鼻，水溶液配 

制较为烦琐，在生产上未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芽灵是北京中林大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制的水溶 

性葡萄破眠剂，可以直接稀释使用。本试验旨在明 

确芽灵在南方葡萄产区的破眠效应和使用的安全 

性，以期为南方地区葡萄生产提供技术参数。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药剂芽灵由A剂(有效试剂)和B剂(助 

剂)组成，由北京中林大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制 

并提供，对照药剂石灰氮由上海农业科学院提供。 

试验葡萄品种为京秀和藤稔，均为5年生树，“十” 

字“V”形架，株行距为2 In×3 In，露地栽培，树体中 

庸，田间管理一般。 

1．2 试验方法 

1．2．1 芽灵效应试验 试验设4个处理：(1)A剂 

稀释10倍，B剂稀释1 000倍(推荐剂量)；(2)A剂 

稀释10倍；(3)石灰氮 ：水为1：5的水溶液，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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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 d用70℃温水溶解、静置，取上清液；(4)不使 

用任何药剂。每一处理均按500 ml药液量换算配 

对(1．2．2同)。试验于 2004年 2月 28日进行，以 

京秀和藤稔葡萄为试材，结果母枝除顶芽不涂抹外， 

其余芽眼均涂抹试剂 1次，并记录涂抹芽眼的数量。 

处理后自萌芽开始，依次调查萌芽数(除顶芽)、物 

候期和果实性状 J，并作统计分析。单株为1小组， 

重复3次。 

1．2．2 芽灵安全性试验 试验以京秀葡萄为试材， 

参照推荐剂量和涂抹芽眼次数，共设4个处理：I． 

A剂稀释5倍，B剂稀释 1 000倍，涂抹 1次；1I．A 

剂不稀释，B剂稀释 1 000倍(按照A剂体积配对)， 

涂抹1次；Ⅲ．A剂稀释 10倍，B剂稀释250倍，涂 

抹 1次；IV．A剂稀释10倍，B剂稀释1 000倍，重复 

涂抹2次。单株处理，不设重复，处理后自萌芽开 

始，调查萌芽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芽灵的使用效应 

2．1．1 对萌芽的影响 从4月4日的萌芽率来看， 

使用芽灵推荐剂量，显著提高了京秀葡萄萌芽的整 

齐度，萌芽始期的萌芽率最高，为20．54％。从4月 

6日的萌芽率来看，芽灵的推荐剂量与空白对照相 

比，显著提高了藤稔和京秀葡萄的萌芽整齐度，萌芽 

率分别提高了24．89个百分点和33．3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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