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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苏州太湖之东西洞庭 

山为碧螺春原产地 J。名茶的基础是良种，因此加强原产群 

体种茶树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十分重要 。虽然有关茶 

树的组织培养曾有报道 j，但碧螺春茶树的组织培养研究尚 

未见报道。本试验以从碧螺春原产地选出的早芽茶的腋芽 

为外植体，对无菌外植体的建立、试管苗的增殖和生根等各 

个阶段的培养条件进行优化，以期为碧螺春茶树优质种苗生 

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 2月中旬采自苏州东洞庭山带有腋芽的早 

芽茶树枝条。 

1．2 试验方法 

1．2．1 无菌外植体的建立 将采集的枝条带回实验室，切 

下的腋芽在适量的洗衣粉溶液中洗涤5 rain后，置于 自来水 

下冲洗 2 h。在无菌条件下，腋芽外植体用 75％酒精灭菌 

30 S，再用 0．1％升汞灭菌，升汞灭菌时间设6个处理：4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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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n、8 min、10 min、12 min和14 min。灭菌后用无菌水冲洗 

5～6次，剥去 已展开的芽鳞和部分幼叶，并切去腋芽基部 

1～2 mm，取 3～5 mm长的茎尖，接种到启动培养基上 ，启动 

培养基 为 MS+6-BA 2．5 mg／L+NAA 0．5 mg／L+GA3 

0．3 mg／L+4．0％蔗糖，培养基中加 0．7％琼脂，pH值调至 

5．8，在121℃高压下蒸汽灭菌18 min，冷却凝固后备用。培 

养温度为(25±1)℃，光照度为1 500～2 000 lx，光 照时间 

13 h／d。3 d后开始观察、记载外植体的污染和腋芽 萌发情 

况 ，并在 20 d后统计生长正常、无污染的外植体数 ，计算无 

菌外植体成活率。 

1．2．2 增殖培养 将启动培养20 d左右、已展开1～2片叶 

的碧螺春茶树试管苗 ，转接至外源植物激素浓度较低的增殖 

培养基(MS+6-BA 1．0 mg／L+NAA 0．1 mg／L)中，35 d继代 

1次，连续继代 3—4次，在得到较大数量的试管苗后，再进 

行增值培养基的优化筛选试验。增殖培养基的筛选采用正 

交设计 (3 ) ，设置的 3个因素为 6一BA浓度、NAA浓度 

和蔗糖 浓度，每个 因素 设置 3个水平 ：6-BA浓度为 1．0 

mg／L、2．0 mg／L、5．0 mg／L，NAA浓 度 为 0．1 mg／L、0．2 

mg／L、0．5 mg／L，蔗糖浓度为3％、4％、5％。转接后 35 d统 

计增殖率。每个试验重复3次。 

1．2．3 生根培养 将碧螺春茶树试管苗在增殖培养基上继 

代2次后，切取苗高2 cm左右的试管苗进行生根培养。生 

根培养基 中添加的外源植 物激素是 IBA(Indolr-3．butyric 

acid，吲哚丁酸)，基本培养基配方为 1／2 MS+2％蔗糖。IBA 

的浓度设置 8个水平 ：2．0 mg／L、2．5 mg／L、3．0 mg／L、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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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4．0 mg／L、5．0 mg／L、6．0 mg／L、7．0 mg／L。15 d后开 

始统计生根率，40 d时统计每株苗的根数及根长。每个试验 

重复 3次。 

1．2．4 移栽 将碧螺春茶树试管苗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上生 

根培养，25 d后将培养瓶从培养室中移到自然光照、自然温 

度条件下炼苗3—5 d，之后打开培养瓶瓶盖，再炼苗2—3 d。 

取出生根 苗，小心洗去 残留在生根苗基 部的培养基 ，在 

0．1％多菌灵溶液中处理 2—3 min，移栽到不同的过渡基质 

[细沙、黄壤土(山地非耕作层土壤)、混合基质(草炭土：珍 

珠岩 =1：1)]中，移栽后浇足水，再喷一次0．1％多菌灵溶 

液，温度18—25℃、空气湿度85％左右，每天喷雾3—4次， 

并注意通风。30 d后统计碧螺春茶树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的选择与灭菌对无菌外植体建立的影响 

外植体接种后7 d左右腋芽开始萌动，14 d左右腋芽外 

层包裹的叶片开始展开，20 d时外植体已经展叶 1～2片，腋 

芽已经生长至原来高度的2倍左右。0．1％升汞灭菌时间对 

于外植体成活率有一定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0．1％升汞灭 

菌 8 min较为适宜，在此灭菌条件下外植体成活率能达到 

70％以上；如果灭菌时间较短，则灭菌不彻底 ，外植体容易污 

染；如果灭菌时间较长，虽然污染率较低，但容易造成外植体 

死亡、外植体不易萌发或外植体萌发异常。采用腋芽作为茶 

树外值体材料的方法已经比较成熟 J，但是在不同季节采集 

的外植体，培养成功的几率是有差异的，在春季2月中旬早 

芽碧螺春茶树发芽的时期采集腋芽作为外植体比其它时间 

容易得到成活率较高的外植体。 

2．2 6．BA、NAA和蔗糖浓度对试管苗增殖率的影响 

在按照正交设计的碧螺春茶树试管苗增殖培养基中，试 

管苗都能正常生长，最适宜的增殖培养基为 MS+6-BA 5．0 

mg／L+NAA 0．1 mg／L+5．0％蔗糖，对试管苗增殖影响最 

大的因素为6-BA浓度，其次为 NAA浓度，最小为蔗糖浓度 

(表 1)。以最适增殖培养基 (MS+6-BA 5．0 mg／L+NAA 

0．1 mg／L+5．0％蔗糖)进行碧螺春茶树试管苗增殖培养，35 

d统计增殖率，增殖率可达到3．14，试管苗生长正常，并且较 

粗壮。 

2．3 IBA浓度对试管苗生根的影响 

碧螺春茶树试管苗生根培养试验结果表明：在IBA浓度 

较低的培养基中试管苗生根率较低，当 IBA浓度为 2．0 

mg／L时，培养30 d，生根率仅有36．4％；随着 IBA浓度的提 

高，生根率也随着提高，在1BA浓度为5．0 mg／L时，30 d生 

根率达84．6％；IBA浓度在5．0—7．0 mg／L范围内试管苗的 

生根率相差不大。本试验筛选出的碧螺春茶树试管苗生根 

适宜培养基为 1／2MS+IBA 5．0 mg／L+2．0％蔗糖，在该培 

养基中试管苗30 d生根率可达 80％以上，根数在 8条左右。 

2．4 基质对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碧螺春茶树生根试管苗在 3种不同过渡基质中移栽成 

活率都能达到85％以上，长势正常。说明试管苗对移栽基 

质的适应性较强。 

表1 增殖培养的 L，(3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Table 1 Orthogonal design of the culture medium for the pronfera． 

tiOil 

3 结 论 

本试验围绕优化碧螺春茶树微繁殖技术进行了初步的 

研究 ，为碧螺春茶树优质种苗工厂化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 

试验分析了外源植物激素对碧螺春茶树组织培养的影响，得 

到的优化微繁殖组织培养技术参数为：以腋芽为外植体材 

料，增殖培养基为 MS+6-BA 5．0 mg／L+NAA 0．1 ing／L+ 

5．0％蔗糖；生根培养基为 1／2MS+IBA 5．0 mg／L+2．0％ 

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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