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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胁迫对桑树离体培养中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蒋泽平 李荣锦 张 敏 黄利斌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 211153) 

摘 要 在相同的培养基中，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的NaC1，对来源于法国的桑树 离体无菌组织培养苗进行了耐盐性 

试验。结果表明：①试管苗能在NaC1质量分数小于0．6％的含盐培养基中增殖、生长，质量分数大于0．6％时其增 

殖、生长明显受到抑制。@NaC1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比增殖、生长大。NaC1质量分数小于0．4％时，其生根虽受到 

影响，但生根率及根 系生长与对照相比没有明显差异；而质量分数 大于0．5％时，NaC1对生根的影响与对照相比差 

异明显。~NaC1影响试管苗的鲜重，表现为质量分数小于0．5％时差异不明显，大于0．7％时芽苗的鲜重则明显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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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类盐土总面积逾6 000万 hm ，而海滨盐 

渍土面积近2 000万 hm ，各类盐土资源，特别是海 

滨盐土是我国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我国的黄河、 

长江、珠江、辽河、海河等人海河流每年挟带 15亿 t 

泥沙在潮间带淤积，使沿海滩涂不断扩展，每年淤积 

面积约2万 ～3万 hm 。土壤盐渍化已成为限制农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开发盐碱地，选择 

抗盐品种非常重要。随着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发 

展，利用组培技术研究植物耐盐机理和筛选突变体 

取得很大进展 。法国乔木桑树型直立，国外做 

行道树栽植，具有良好的观赏和生态价值。选育抗 

盐性桑品种，利用盐碱地栽桑具有很大意义。我们 

进行了法国桑树离体试管苗耐盐性组织培养，试图 

对该品种的耐盐性进行离体评价，并建立该桑树材 

料 NaC1胁迫下植株再生体系，为该品种进一步耐盐 

性改良研究奠定基础。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桑树材料法桑 1号，来源于法国。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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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在其休眠期间，取其枝条在培养室水培催 

芽，待嫩枝长至10 cm时，用常规方法进行组培接种， 

采用 MS+1．0 mg／L BA+0．1 mg／L NAA+3．O％ S 

的培养基进行组织培养继代增殖，繁殖一定数量的 

芽苗待用。 

1．2 试验方法 

增殖、生 长培 养基 为 MS+1．5 mg／L BA+ 

0．1_mg／L NAA+3．O％ S，生根培养基为 1／2MS+ 

0．3 m L NAA+0．5 mg／L IBA+2．O％ S。试验设 

NaC1 0(CK)、0．1％ 、0．2％、0．3％、0．4％、0．5％、 

0．6％、0．7％、0．8％、0．9％和 1．O％等 11个质量分 

数梯度。取生长基本一致(大约高0．5 cm左右)的 

无菌试管苗，每个处理 1O瓶，每瓶 3个小苗，3次重 

复。在培养45 d后调查试管苗的正常芽率、死亡芽 

率、叶面积(印画重量法⋯ )、生长高度、生根率及2 

级根数，称量单株鲜重等。 

1．3 培养基配制 

试验采用 MS基本培养基 (生根为 1／2MS)， 

附加不 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一定质量分数 的 

NaC1、3．O％蔗糖(2．O％生根培养基)、6．0 g／L琼 

脂和不同质量分数的 NaC1，pH 5．8～6．0，分装于 

三角瓶 。 

1．4 培养环境 

温度(25±2)℃，光照强度2 000—3 000 1X，光 

照12 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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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NaC1对法桑 1号试管芽苗增殖的影响 

由表 1可见，法桑 1号试管苗能在小于 0．6％ 

NaC1的含盐培养基中增殖，NaC1含量在 0～0．3％ 

之间，芽苗生长正常，无畸形叶芽发生，叶面积基本 

不变，茎粗，生长旺；NaC1含量在 0，4％ ～0．6％之 

间，正常芽所占比例随质量分数的增加而降低，仅在 

0．6％时，有少量的芽死亡，其余处理均没有芽死亡， 

叶色绿，茎粗，生长旺；NaC1含量在 0．7％ ～0．9％之 

间，正常芽率显著降低，死亡芽率则明显增加，芽苗 

呈黄绿色，茎细，生长弱；NaC1含量达 1．0％时，无正 

常芽，芽叶绝大部分死亡，不能正常生长。 

表 1 NaCI对法桑1号试管芽苗增殖的影响 

分数 正 率 芽 率 芽叶生长状况 

(％) (％) (％) (cm ) ⋯ ⋯ ⋯  

2．2 NaC1对法桑 1号试管苗生长高度的影响 

从表2可见，除 1．0％ NaC1处理芽苗基本停止 

生长外，法桑 1号试管苗株高随培养基中 NaC1质量 

分数的升高而呈下降趋势。培养45 d后，0．1％ ～ 

I．0％ NaC1处理幼苗 的平均株 高分 别为 4．85、 

4．80、4．78、4．75、4．70、4．30、3．20、2．00、1．00 cm ， 

对照为4．90 cm。经方差分析(表略)，NaC1质量分 

数在 0．1％ ～0．5％之间，试管苗株高与对照差异不 

明显，大于0．6％时株高下降显著，而1．0％NaC1处 

理试管苗的生长受到严重抑制，株高与原接种高度 

相同，说明盐胁迫伤害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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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aCI对法桑 1号试管苗生长的影响 

2、3 NaC1对法桑 1号试管芽苗生根的影响 

除 NaC1质量分数大于 0．9％处理试管苗无法 

长根外 ，对照和0．1％ ～0．4％NaC1处理试管苗的根 

系均能正常生长，NaC1质量分数在 0．5％ ～0．8％之 

间，生根受明显影响(表 2)。前期生根速率较快，幼 

根长均在1．0 cm以上，且生根速率随 NaC1质量分数 

的提高而下降；培养45 d时 0．1％ ～1．0％NaC1处理 

试管苗的根长分别为 3．50、3．40、3．10、3．00、2．40、 

2．00、1．20、0．50、0、0 cm，对照的根长为3．40 cm(表 

2)。另据观察，除0．9％、1．0％NaC1处理外，其余各 

处理的2级根数量均在 3～7条之间，其中以0．1％ 

NaC1处理的表现最好，为 6．56条，0．8％NaC1处理 

最少为 3．22条；当 NaC1质量分数大于 0．9％时，法 

桑 1号幼苗的根系生长基本停滞 ，根尖发黑坏死，根 

系颜色暗黄，而其他处理幼苗的根系较直、色泽正 

常，表明高质量分数NaC1对根系生长不利。 

2．4 NaC1对法桑 1号试管苗单株鲜重的影响 

从表 2可知，培养45 d后对法桑 1号试管苗单 

株鲜重的称量结果表明，0．1％ ～1．0％ NaC1处理试 

管苗 的单株鲜重分别 为 0．28、0．25、0．24、0．22、 

0．22、0．20、0．15、0．07、0．03、0．01 g，对照的单株鲜 

重为0．26 g。经方差分析(表略)，当 NaC1质量分数 

达 0．7％ 以上时，法桑 1号幼苗的单株鲜重随着 

NaC1质量分数的提高呈明显下降的趋势，0，9％和 

1．0％NaC1处 理 幼 苗 的单 株 鲜 重 仅为 对 照 的 

11，54％和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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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中 圈 唇 业 ZHONGGUO CANYE 

研究结果表明，盐胁迫是限制法桑 1号试管苗生 

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管苗生长异常与高质量 

分数 NaC1有一定的相关性，盐胁迫的抑制伤害程度 

随着 NaC1质量分数的增加而越来越严重。本试验条 

件下，利用含盐培养基探讨法桑 1号试管苗的耐盐性 

及培养时形态结构变化，以添加 0．7％NaC1为宜。质 

量分数在0．5％以下和不含盐培养基差异较小，0．9％ 

和1．O％NaC1对桑树试管苗生长发育抑制严重。 

法桑1号试管苗耐盐性培养结果与大田的初步 

栽植情况基本一致，在含盐培养基中诱导的愈伤组 

织其分化的不定芽株具耐盐性 。̈。，从现有的品种 

(系)筛选耐盐品种(系)从扦插苗做起，可以为以后 

的田间筛选做准备。植物在田间的生长受到环境因 

子的综合影响，在鉴定某一性状时，环境条件是否一 

致直接影响到鉴定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将生长整 

齐的法桑 1号试管苗接种于附加不同质量分数 

NaC1的培养基上，除 NaC1胁迫因子以外，培养基组 

成和环境条件都严格一致，为鉴定结果的可靠性提 

供了保证。此外，组织培养条件下的耐盐性鉴定，具 

有幼苗生长快、鉴定周期短、重复性好等优点  ̈。 

本试验表明，用组织培养方法可以进行法桑 1号品 

种或品系耐盐性的实验室离体鉴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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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比相同有效剂量的自配混剂防效更好，且使用 

方便，对家蚕的安全性相对较高，建议使用。 

3．3 要合理使用混配农药 

长期使用单一农药防治桑园害虫，会很快产生 

抗药性 ]，导致防效下降，只能不断提高使用浓度， 

如灭多威在江浙蚕区使用只有十多年，使用浓度已 

提高到初期的3倍以上，但桑园杀虫剂由于受养蚕 

安全的制约不可能持续提高。因此探索桑园杀虫剂 

混用技术，已成为近年来主要蚕区控制害虫发生的 

方向，合理混用能够发挥不同农药的杀虫特性，实现 

优势互补，产生协同作用，扩大防治范围，延缓害虫 

产生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降低农药使用浓度，延 

长使用寿命，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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