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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石楠快繁条件优化 

崔波，马杰，袁秀云，张仙云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工程研究所，河南郑州45o044) 

摘要 [目的】为了优化红叶石楠的快繁条件。『方法1通过L。 3)正交试验，配置不同基础培养基、不同植物激素种类及水平对红叶石楠 

不定芽进行增殖培养。[结果】不同因素影响红叶石楠快繁的大小顺序为：基础培养基>6一BA>NAA。B 培养基为最佳培养基。6一BA浓 
度为 1．0～2．0mg／L时不定芽数变化不明显；6-BA浓度为2．0～4．0mg／L时不定芽数随浓度的提高显著增加，在浓度为4．0mg／L时最多， 

平均增殖 系数达到 22．38，继续增加 6一BA浓度到 8．0 mg／L时不定芽数 则明显减 少。NAA浓度为 0．05～0．20 mg／L时不定芽数随 

NAA浓度的提高而增加，在浓度为0．20 mgm时平均增殖系数最高，达到 20．25；当NAA浓度从 0．20 mg／L逐渐增加到 0．40 mg／L时不 

定芽数呈下降趋势。因此确定最优水平组合为B 6一BA4．0m#L+NAA 0-20m#L。『结论1该方法可快速优化红叶石楠的快繁条件，有 

效提高红叶石楠的增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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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n Culture Conditions for Rapid Propagation ofPhotiniafraseri by O~hogonal Design 

CUI Bo et al (Bioengineering Institute Zhengzhou Teacher's College．Zhengzhou．Henan 450044) 

Abstract [Objective】The aim was to study the optimal culture conditions of the rapid propagation of Photinia fraseri．『Method1 The different 
basic media the phytohormones and their different levels were chose to culture adventitious bud of Photinia疳∞ê to optimize the culture 

conditions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Result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rapid multiplication of Photinia舳 e矗was in order： 

Basal medium>6一BA>NAA．And B was the best medium．The number of adventitious bud had an light change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6一BA 

was 1．0—2．0 mg,'L．The number of adventitious bud increased obviously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6-BA was 2．0—4．0 mg／L．and that was most with 

average multiplication coemcient 22．38 at 4．0 mg／L．But the number of adventitious bud decreased obviously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6．BA was 

4．0～8．0 mg／L．The number of adventitious bud increased obviously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NAA was 0．05—0-20 mg／L．But the number of 

adventitious bud decreased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NAA was 0-20—0．40 mr,／L rhe best treatment for subculture ofPhotinia打∞er was B +6一 

BA 4．0 mg／L+NAA 0．2 mg／L． 『Conclusion1 The culture conditions for rapid propagation of Photinia ∞er could be optimized wi西 the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orthogonal design．then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rapid propagation ofPhotinia打( ê ． 

KeIv words ‰ tiniafraseri；Rapid propagation；Orthogonal test 

关于红叶石楠的叶片、茎尖等外植体的诱导及再生情 

况前人已经做了一些研究㈣ ，但应用正交试验优化其快繁 

条件的报道尚未看到。为此，笔者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应 

用正交设计对红叶石楠的快繁条件进行了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红叶石楠不定芽。 

1．2 方法 

1．2．1 正交试验 L。 (4，)设计。因子与水平设计见表 1。参照 

文献【4—5】配制表 1中培养基各 1 000 ml，均附加蔗糖 3％， 

琼脂0．8％，DH值 5．8-+0．1。 

表 1 L (43)正交试验因子与水平设计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 design of L (4 )orthogonal test 

1．2．2 培养方法。前期培养均选用同一种培养基，培养20 d 

对红叶石楠丛生苗进行切分，将单苗分别接种于配制好的 

1～16号培养基中，培养 30 d统计增殖芽数，同时记录株高。 

1．2．3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25-+2)oC，光照度 2 500 lx，光照 

时间每天 12 h。 

2 结果与分析 

红叶石楠的增殖培养结果见图 1。由图 1可知，增殖后 

的丛苗非常密。 

表 2为正交试验结果。从表 2可以看出，基础培养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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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叶石楠增殖培养结果 

Fig．1 Results ofpropagation culture ofPhotiniafraseri 

影响红叶石楠增殖系数的主要因素，其次是细胞分裂素6-BA， 

再次是生长素 NAA。最优水平组合为 A B C ，即B +6一BA 

4．0 mg／L+NAA 0．2 mg／L。 

经方差分析可知，因子A (培养基)的临界值 Fop．>D 

，表明基础培养基的改变对红叶石楠不定芽的增殖数有 

显著影响。6-BA和 NAA的 R ，说明其对试验指标的影 

响不明显，但从其效应曲线中(图 2)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6一BA和NAA处理不定芽增殖平均数相差很大。6一BA在浓 

度 1．0～2．0 mg／L时，不定芽数变化不明显，在 2．0～4．0 mg／L 

时不定芽数显著增加，平均增殖系数达到 22．38，继续增加 

6-BA的浓度到8．0 mg／L时，不定芽数则明显减少。NAA的浓 

度在0．05～0．20 ing／L时，不定芽数随NAA浓度的提高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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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 (43)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orthogonal test Ll6(43) 

加，平均数最高，达到 20．25个；当NAA的浓度从 0．20 m L 

逐渐增加到 0．40 mg／L时，不定芽数呈下降趋势。这说明 

NAA的浓度水平与不定芽分化有密切关系，较高浓度的NAA 

(LOOm#L)不利于不定芽分化。 

3 结论与讨论 

甩正交设计法优化植株组培条件，省时省力，用较少的 

试验次数可以得到较多的信息，从而选出主要因素及其最 

优水平 。该研究通过L， (4，)正交试验优化了红叶石楠的 

快繁条件，得到最优水平组合为 B +6-BA 4．0 mg／L+NAA 0．2 

ms／L。优化后改善了原来增殖效率低的状况，在较短的时间 

内试验植株扩增了几十倍，经过壮苗，生根，移人温室，最终 

(上接第3l17页) 

酶活性的影响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已有的研究表明，POD具 

有IAA氧化酶活性【嘲，因此推测补照红光对植物幼苗株高、 

株重具有的促进作用可能与降低细胞内IAA氧化酶的活 

性有关。关于蛋白质，补照红光或补照白光对植物也有非常 

显著的差异。综上所述，补照红光或补照白光对植物幼苗生 

长的影响可能与照光的不同时期以及植物的类型有关，但 

是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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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定芽增殖效应曲线 

Fig．2 Effect curve ofthe propagation ofadventitious bud 

取得了大量的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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