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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摘要] 以聊红槐为试验材料，对 本试验材料为 用 

技 其组织培养的初代培养进行研究， 品种，以叶片和嫩茎{ 术 

采用 L16(44×23)型正交试验设 1．2 试验方法 

计，研究了不同浓度的ZT、NAA配 试验 因素 确定 

比对外植体叶片或嫩茎段诱导率的 NAA，培养基，外植 

影响。通过对试验结果的观察、比 

较和方差分析，得出不同浓度 ZT与 

NAA配比对愈伤组织的诱导有不 

同的影响，嫩茎段的诱导率高于叶 

片，WAP+ZT6 mg／L+NAAO．3 

mg／L为最适培养基。 

[关键词] 聊红槐 组织培养 快 

繁技术 培养基 

聊红槐是蝶形花科槐属国槐的 

栽培变种。树姿美观，树冠圆形，冠 

大荫浓，对二氧化硫、氯气、氯化氢 

等有害气体和烟尘的抗行强，是深 

受欢迎的绿化树种之一。它是温带 

阳性树种，稍耐阴，深根性，应用范 

围广，适应性强，抗性强，耐寒、耐 

旱、耐湿性强、喜部分或全日光照。 

聊红槐花大色红、艳丽多彩，圆锥形 

花序顶生于枝条，是当前乔木树种 

中极少的夏季红花系品种之一，观 

赏价值高，成为目前最流行的红色 

花乔木绿化树种之一，市场需求十 

分巨大。本试验对聊红槐的组织培 

养快繁技术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选 

择出进行组培快繁的最佳外植体、 

适宜的培养基和最佳的激素浓度配 

比，为进一步研究聊红槐组织培养 

及在省内外园林绿化中快速推广应 

用，提供技术性支持。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42×23)正交试验设计(见表 1)。 

1．2．1培养基配制 按照MS、WAP 

基本配方配制培养基，其中蔗糖取 

30 g／L，琼脂取 7 g／L。配制 1 000 

mg／L的 ZT和 NAA的母液，然后 

根据试验设计，算出各处理组所取 

的生长调节物质 的量。每个 处理 

300 mL分装到 15个 100 mL的三 

角瓶内，高温高压下灭菌 20 rain。 

1．2．2 外植体的处理 选取健壮 

幼嫩的聊红槐，预培养 3～5 d，取其 

毒30 s，然 
，无菌水清 

1．2．3 接种 将叶片切成 5 mm× 

5 mm方块(含主脉)，嫩茎段 5 mm 

左右，接种到培养基上。 

1．2．4 培养条件 培养室温度 24-'-- 

26℃，光照12~14 h，光强 2 000 lx。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结果 

每天对各处理组形成愈伤组织 

的情况进行观察记录，其中第 15天 

的记录结果见表 2。 

2．2 结果分析 

叶片和嫩茎段作为外植体，接种前 2．2．1 不同因素对愈伤组织形成 

表 1 聊红国槐初代培养正交试验 

处 空 空 

理 A B 列 列 
号 ZT(mg／L) NAA(n1g／L) 3 4 

空 

C D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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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O．3) 

3(0．5)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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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聊红国槐初代培养15 d的观测结果 情况的影响 嫩茎段在第 5天茎端 一 0 

处理 处理 污染 污染率 死亡率 死亡率 诱导 诱导率 瓢 贿膨 ，_昂 大所／F|赈圣处埋 0 

／组 ／瓶 ／瓶 ／ ／瓶 ／ ／瓶 ／ 组都有嫩茎端膨大的现象，第 10天 七 
1 15 3 2O．O0 0 0 1 8．3 开始出现愈伤组织，第 12天所有能 篮 第 

2 15 2 13．33 0 0 13 100 被诱导的嫩茎均出现愈伤组织；叶 七 期 

3 15 1 6．67 2 13．33 12 85．7 片在第 4天叶缘开始出现皱缩，第 7 
4 15 9 60．00 0 0 6 100．00 天所有的以叶片为外植体的处理组 林 业 

5 15 1 6．67 1 6．67 13 92·8 均有叶片出现皱缩，第 1O天开始出 实 
6 15 1 6·67 3 2O·00 11 78-5 现愈伤组织，第 13天所有能被诱导 用 技 

7 15 2 13·33 1 6·67 12 92·3 的叶片均出现愈伤组织。通过分析 术 

8 15 5 33·33 1 6·67 8 80．00 可以发现，嫩茎段出现愈伤组织要 

9 15 2 13．33 0 0 2 。2·。 比叶片早 1～2 d，而且嫩茎段的生 
10 15 5 33-33 0 0 10 100·00 太 十b明 恩 千 Ⅱ+ 帼 阜 叶  

注：诱导率=未污染外植体诱导数／未污染外植株总数×100 

污染率一接种污染数／接中总数×100 

死亡率=未污染死亡数／未污染总数×100 

表3 不同因素不同水平条件下的诱导率 

d，因而叶片 比嫩茎段的整齐度要 

高。由试验记录发现不同的培养 

基，不同浓度的 NAA，不同浓度的 

ZT对愈伤组织形成早晚以及愈伤 

组织形成的整齐度的影响都不是很 

明显。 

2．2．2 不同因素处理组诱导率的 

分析比较 根据试验记录及表 2，统 

计不同因素不同水平条件下各处理 

组的诱导率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叶片和嫩茎 

段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率的影响差别 

很大，而且用片时死亡率大大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叶片接种时容易被烫 

伤导致，培养基 和MS对愈伤 

组织的诱导率的影响(诱导率差值 

8．02)相对于外植体对愈伤组织诱 

导率的影响(诱导率差值 25．87)要 

小的多。不同浓度 NAA对愈伤组 

织的诱导率的影响(最大差值为 

21．78)，对于外植体对愈伤组织诱 

导率的影响(诱导率差值 25．87)较 

小，但是相比培养基WAP和MS对 

愈伤组织的诱导率的影响要大的 

多，其中 NAA的浓度为 0．3 mg／L 

时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高达 

94 。不同浓度的ZT对愈伤组织 

的诱导率的影响(诱导率最大差值 

为26．31)相对于外植体对愈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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