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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卫矛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研究 

杨亚亚 ，麻冬梅 ，许兴 
(1．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银川 750021；2．宁夏大学农学院) 

摘 要 ：以胶东卫矛的茎段为外殖体，研究其再生植株在不同外源激素配比下的适宜培养基。试验结果表明：胶 

东卫矛茎段启动培养基中以Ms培养基附加 BA 2．0 mg／L、NAA 1．0 mg／L较好，继代培养基以 Ms培养基附加 BA 

1．0 mg／L、NAA 0．5 mg／L较 为合适。生根培养基 为 1／2MS+NAA 0．3 mg／L+ IBA 0．1 mg／L最佳，生根 率高达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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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chniques for Rapid Propagation of Euonymus kiautschovicus(Loes．)∥YANG Ya—ya，MA Dong— 
mei，XU Xing 

Abstract：The stem segments of Euonymus Kiautschovicus(Loes．)were used as explants to study the suitable medium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exogenous hormones for regeneration plant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itable 

medium for the initiation of explants was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6-BA 2．0 mg／L and NAA 1．0 m晷／L，While f0r 

the proliferation of bud clusters it was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6-BA 1．0 mg／L and NAA 0．5 mg／L～．For rooting 

of adventitious buds，1／2 MS medium replenished with NAA 0．3 mg／L and IBA 0．1 mg／L was excellent，and the rooting 

rate WaS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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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卫矛(Euonymus kiautschovicus Loes．)系卫矛 

科卫矛属植物，为常绿阔叶灌木，其叶色碧绿，耐修剪， 

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还能净化空气，抗烟除 

尘 ]̈，因此是城镇绿化中的优良树种，尤其适合北方冬 

天常绿彩叶树种缺乏之地。但是由于目前 自然环境恶 

化和水资源缺乏，卫矛属植物良种化程度低 、虫害严 

重 ]，因此胶东卫矛抗逆的能力有待提高。建立高效、 

快速的组培体系，是我们下一步进行胶东卫矛植物基 

因工程育种的前提条件，同时为胶东卫矛的工厂化育 

苗提供技术支持，推动该树在园林中的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胶东卫矛采 自宁夏永宁县安宁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栽培基地。试验所用试剂 6-BA、NAA、IBA和琼脂 

为Sigma产品，其余药品为国产分析纯。 

1．2 方 法 

1．2．1 外殖体的获得 

取带腋芽的茎段或顶芽，剪去叶片，留叶柄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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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0．1％洗衣粉水轻轻刷洗枝条后，在流水下冲0．5 
～ l h。在超净工作台上将材料转入灭过菌的三角瓶 

中，用 70％的酒精浸泡30 S，无菌水冲洗 2～3次，再 

用 0．1％的升汞处理 8 min，无菌水冲洗 5～6次，每 

次2～3 min，将带腋芽的茎段切成长 1．0～1．5 cm的 

小段备用。 

1．2．2 基本培养基的筛选 

将经表面消毒的带有 1对侧芽的茎段接种于 MS 

培养基、B 培养基和 McCown&Lloy培养基，3种培 

养基 中分别添加 0．5 mg／L、1．0 mg／L、2．0 mg／L和 

4．0 mg／L 6一BA，20 d后观察生长情况。 

1．2．3 启动培养基的筛选 

将经表面消毒的带有顶芽或 1对侧芽的茎段接 

种于以 MS为基本培养基，在 MS培养基中仅添加 

0 mg／L，0．5 mg／L 1 0 mg／L 2．0 mg／L 4．0 mg／L、 

8．0 mg／L的单一细胞分裂素6一BA和 KT；待筛选出 

适宜 的细胞 分裂素 6一BA后，以该 细胞分 裂素 

0．5 mg／L、1．0 mg／L、2．0 mg／L 和 NAA 0 mg／L、 

0．5 mg／L、1．0 mg／L和2．0 mg／L为试验水平，采取完 

全随机区组实验设计，设计 12个处理，每处理 3个重 

复。20 d后观察、记录腋芽诱导率、芽生长状况，以腋 

芽的诱导率进行统计和方差分析，筛选出适宜的激素 

配比的腋芽诱导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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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继代培养基的筛选 

将高于3 cm的初培苗切割后转接到以 MS为基 

本培养基，以6-BA 0．5 mg／L、1．0 mg／L、2．0 mg／L和 

NAA 0．5 mg／L、1．0 mg／L、2．0 mg／L交叉配比的9个 

试验水平的培养基，所有试验采用完全随机接种， 

30 d后观察、记录丛芽诱导率和茎段生长及分化情 

况，选择适宜激素配比的增殖培养基。 

1．2．5 无菌苗的生根 

取生长良好、高约2 cm以上的无菌无根苗，生根 

培养基中培养，30 d后观察生根情况。 

1．3 培养条件 

培养 温度 25℃左右，每天光 照 12 h，光照度 

2 000 lx，培养基 pH5．8。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培养基试验 

由表 1可以看出 MS培养基培养效果明显好于 

B 培 养基 和 McCown& Lloy培养 基，B 次 之， 

McCown&Lloy最差。MS培养基中芽的分化平均达到 

87．2％，而在 B 培养基和McCown&Lloy培养基平均 

为56．4％和52．6％。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发现，MS培 

养基中的外殖体褐化最轻，其他两个培养基褐化比较 

严重，MS培养基中苗的生长势也相应地最好。 

表 1 基本培养基筛选结果 

2．2 不同激素处理对腋芽诱导的影响 

2．2．1 6-BA不同浓度处理对腋芽的诱导 

MS培养基中添加 6一BA一种激素，结果见表 2。 

接种20 d后，添加了6-BA的处理腋芽均有不同程度 

的诱导萌发，6一BA的5个浓度梯度 中，0．5、1．0和 

2．0 mg／L时腋芽的诱导率均比MS对比的高，而6-BA 

浓度为4．0和8．0 mg／L时，腋芽诱导受到抑制，诱导 

率降低。所诱导的芽在培养20d前均为单芽，芽生长 

达0．5～1．0 cm，培养 1个月后，出现少量的丛生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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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6_BA不同浓度对腋芽的诱导效果 

注 ：基本培养基为 MS。 

2．2．2 KT不同浓度处理对腋芽的诱导 

为了比较不同的细胞分裂素对腋芽诱导效果的 

差异，试验了只添加 KT对腋芽的诱导的效果。结果 

可见 KT对北海道黄杨腋芽的诱导率较低，5个浓度 

处理的诱导率均比MS对照低，说明 KT诱导腋芽的 

效果比6-BA差。所诱导的芽均为单芽，芽的生长与 

仅添加6一BA的情况相似。 

以6-BA和KT对腋芽的诱导率为结果，通过单 

因素方差分析计算得 F值是 6．876，显著水平为 

0．255。确定单一细胞分裂素 6-BA和 KT对腋芽的 

诱导率存在显著差异，6-BA对胶东卫矛腋芽诱导率 

明显优于 KT。 

表 3 KT不同浓度对腋芽的诱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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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因素方差分析(表 5)认为：6一BA对胶东 

卫矛的腋芽效果不显著，NAA对胶东卫矛的腋芽诱 

导极显著，6-BA×NAA的交互作用对腋芽的诱导存 

在显著性差异。6-BA的3个浓度水平中腋芽的诱导 

率较高，当6-BA浓度相同时，NAA浓度的增加，有利 

于腋芽的诱导；但 NAA浓度达到2．0 mg／L时，与 6一 

BA的3个浓度的处理的诱导率均反而降低，并且苗 

的生长势较差，大部分苗的叶片发黄。6一BA 2．0+ 

NAA 0．5 mg／L和6一BA 2．0rrg／L+NAA 1．0 mg／L培养 

基对胶东卫矛腋芽的诱导有较好的效果。各处理诱导 

所得的芽在培养前 3O天仅见单芽，之后有少量的丛芽 

出现。我们还发现，在不含 NAA或 NAA的含量超过 

1．0 mg／L时的培养基中苗在生长的过程中逐渐发黄； 

NAA对于芽的诱导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随 

着NAA浓度的增加，芽的诱导需要的时间减少。 

表 5 方差分析结果 

2．3 不同激素处理对继代培养的影响 

将在诱导培养基中诱导所得的单芽接种到表 6 

所列的4种培养基中，30 d后所得的结果如表 5，可 

见芽体有不同程度地明显生长，有新的芽体出现成为 

丛生芽。 

表 6 不同6-BA和 NAA组合对丛生芽诱导的影响 

BA浓度 NAA浓度 接种单 诱导丛 丛芽诱 丛芽的平 

／mg·L ／nag·L 芽数／个 芽数／个 导率／％ 均芽／个 

以后每3O天继代 1次，继代增殖系数约为3倍。 

结果表明，继代培养采用原诱导培养基诱导丛生芽的 

效果较差，降低 6一BA浓度有利于丛生芽的诱导，当 

NAA的浓度大于6-BA的浓度时，丛生芽的诱导率为 

0。在一定范围内，6-BA的浓度与丛生芽诱导数成正 

相关 ，NAA的浓度与无菌苗的生长快慢有关，但当6一 

BA浓度过高时引起苗黄化甚至死亡。 

2．4 生根培养 

将继代培养中芽体生长良好、苗约 3 cm的健壮 

小苗转到表 6所列的生根培养基中诱导生根。结果 

72 

见表7。 

表7 不同培养基对诱导生根的影响 

N

，．AA 军 A浓 生根率／％L L ／mg· ／mg
· 

⋯  ’ 

注 ：基本培养基为 I／2MS。 

表 7表明，在 1／2MS+NAA 0．3 mg／L+IBA 0．1 

mg／L培养基中根的诱导达到 100％，30 d后每个苗 

长出4条左右较长的根。从表7结果来看，胶东卫矛 

生根相对较容易，但 当 NAA或 IBA 的浓度大 于 

0。5 mg／L时，则对苗的生根产生抑制作用；诱导根原 

基所需的天数与 NAA和 IBA的天数有关，在一定范 

围内诱导根原基所需的天数与 NAA和 IBA的浓度呈 

正相关。 

3 讨 论 

植物基因工程在植物遗传育种中占有越来越重 

要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植物组培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一

环，往往起到“瓶颈”的作用。胶东卫矛作为木本 

植物，我们在整个组培的过程中发现，分化率较低，这 
一

点与桑新华 等在胶东卫矛再生体系的建立报道 

上一致，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开展。此 

外，由于我们实验仅获得胶东卫矛的无菌苗，移栽试 

验有待进一步的进行。 

取材季节是胶东卫矛组织培养中的另一个“瓶 

颈”，从 3月份到 9月份的过程中，3、4月份材料生理 

活动旺盛，新萌发的芽和枝条本身带菌少，诱导芽相 

对容易，用同样的杀毒剂和消毒的时间，3、4月份污 

染极少 ，5、6月份细菌污染相对较多，真菌污染相对 

较少，在后来的实验过程中，两种菌的污染比较严重， 

这也与吴琰 ]、陈正华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植物组培的过程中对植物的 

生理方面非常敏感 ，多种激素的使用往往优于其中一 

种激素的使用，适当细胞分裂素和生长剂配比有利于 

芽的诱导、苗的分化、植物生长势等，但有时这几方面 

不能同时满足，尤其是木本植物本身分化难，过分地 

强调分化往往会影响苗的长势；生长素有利于根原基 

的诱导，但在根原基上诱导之后，转入无激素培养基 

根生长得更好。在北海道黄杨组培中，适宜的6一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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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AA浓度配比起关键的作用，其中一种激素浓度 

过高或过低都将影响芽的分化、苗的生长状况，比例 

严重失调甚至引起苗的死亡。NAA和 IBA都对根原 

基的诱导具有敏感的作用，浓度过高往往引起诱导出 

的根原基畸形，浓度低则根原基诱导缓慢或不能诱导 

出根原基。 

MS培养基对于大多数木本观赏植物来讲，无机 

盐浓度偏高，降低无机盐有利于生根 ，因此在实验 

中采用 1／2MS培养基作为生根基本培养基。 

我们以胶东卫矛带芽茎段作外殖体较易诱导腋芽 

的萌发生长，建立起了相对稳定高效的组培体系，通过 

继代培养可在短时间内大量增殖。试验结果表明，最佳 

诱导培养基为 MS+6一BA 2．0 mg／L+NAA 1．0 mg／L， 

继代培养以 MS+6一BA 1．0 mg／L+NAA 0．5 mg／L效 

果 较好 ，在1／2MS+NAA0．3mg／L+IBA0．1mg／L培养 

基上较易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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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含水量对凤丹幼苗根颈加粗和生理特性影响 

张琪 ，张秀新 ，徐迎春h，张盈 ，赵玉昆 
(1．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南京 210095；2．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摘 要 ：在盆栽条件下研究了土壤相对含水量(SRWC)对凤丹幼苗根颈加粗和部分生理特性的影响。试验共设 5 

个水分水平(土壤相对含水量分别为 100％(CK)、75％ ～80％、65％ 一70％、55％ 一60％、45％ 一50％，处理时间为 

20 d。结果表明：与 CK相比，适度的水分胁迫(土壤相对含水量为75％ ～80％)下，风丹幼苗的叶面积、主根长显著 

增大，根颈粗增大了 17．95％，脯氨酸含量增加近一倍，根 系活力增大了 12．57％，MDA含量减少了27．9l％。说明 

适度的水分胁迫有利于凤丹生长发育及根颈加粗。除此之外，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的降低，凤丹幼苗的主根长、根 

颈粗、叶面积、地上部及地下部干鲜重等指标呈下降趋势；叶绿素、可溶性糖含量下降，叶片游离脯氨酸和丙二醛含 

量上升。 

关键 词 ：土壤相对含水量；凤丹；根颈；生理特性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为芍药科芍药 

属多年生落叶灌木，我国的传统名花，具有很高的 

观赏价值。苗木生产是牡丹产业化生产的重要内容， 

目前主要采用嫁接法繁殖，通常以凤丹为砧木，将牡丹 

良种接穗嫁接于其根颈部位。根长达 20 cm、根颈直 

径达2 em以上才能保证嫁接成活及嫁接苗生长 良 

好。由于凤丹实生苗在大田条件下生长缓慢，需要 

培育3～4 a其根颈粗度才能达到嫁接标准，为加快 

育苗速度，需找到加快凤丹根系加粗生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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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是土壤水分的直接吸收利用者，当土壤水分 

胁迫时，作物根系会首先感到，同时根系形态结构、化 

学成分的数量和作物质量也发生相应变化 ]。在大 

田作物 及观赏植物 上的研究表明，土壤相对 

含水量显著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及形态，但在牡丹中 

还未有报道。本研究即以 2 a生凤丹为材料，通过不 

同土壤相对含水量处理，研究其对根颈生长发育的影 

响，以找到适宜的水分条件以加速凤丹根颈的膨大， 

缩短砧木培育周期，进而加快牡丹苗木的培育速度， 

为市场提供优质的苗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06～2007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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