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试验采用植物组织培养方法对菊叶 

菊 差 鍪 瓮 
叶薯蓣外植体生长的培养基配方为：MS+NAA 

叶 (0．3 mg／L)+BA(0．9 mg／L)+KT(0．5 mg／L)； 。 
菊叶薯蓣茎段、茎尖培养时。均能正常分化，茎 

薯 麓 
试验研究，初步掌握菊叶薯蓣快繁技术．为在本 

蓣 茎段 
1 材料 与方法 

幺日 1．1试验材料。试验品种菊叶薯蓣，外植体为 
菊叶薯蓣的茎段、茎尖。 

织 萎蠢 
尖。外植体应选择当年生，幼嫩部分，还未木质 

盘 化、无病虫、无损伤的茎段、茎尖，茎段的选择 

一 要有一个健壮的侧芽。削去叶片，茎段、茎尖长 

短可视情况而定。先用流水清洗 2 rain，然后将 

剪好的茎段、茎尖分别装入无菌瓶，按组织培养 

操作规程，进入无菌室的超净工作台进行消毒处 

试 蓁 
min，再用无菌水漂洗 5次后待用。 

佥 1．3培养基的选择。用琼脂固体培养基，基本 
培养基配方为 MS+蔗糖 30g，L，激素选用据试 

验不同而异，pH值 5．8～6．2。 

1．4 接种与培养条件。将经过消毒处理的菊叶薯蓣茎段 、 

茎尖，接种子相应的固体培养基上，做好标记，然后将其分 

类摆放于培养室的培养架上，定期观察外植体生长情况及污 

染情况，如有污染作记录后立即作报废处理，每 10 d观察 

其生长情况，并作记录。培养室温度 26℃～32℃，光照强 

度 1 500lUX，光照时间8 h／d。 

1．5 方法 

1．5．1 选择最佳培养基。通过试验，找出一种或几种适合于 

菊叶薯蓣组织培养的外植体培养基配方。此试验选用 3种不 

同激素配方，激素单位 rag／L(单位下同)，分别是：处理 a， 

MS+NAA02+BAo 7+KT∞；处理 b，MS+NAAn3+BAo9+ 

l 5；处理 c，MS+NAAo 5十BA”+KTo8，为菊叶薯蓣茎段 

外植体。每一处理接种外植体 100瓶，每瓶 1株外植体，共 

300瓶。通过观察记录外植体生长情况。 

1．5．2 茎段、茎尖不同外植体对分化率的影响。通过试验， 

观察菊叶薯蓣茎段、茎尖两个部位培养分化情况。培养基配 

方选用培养基选择最佳培养基：MS+NAA0，+BA 。+KT 

处理代号仍用 b表示，将消毒处理好的菊叶薯蓣茎段、茎尖 

分别接种于b培养基上，每个部位接种外植体 100瓶，每瓶 

1株外植体，共200瓶。培养期间观察此品种不同部位生长 

情况并作记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培养基对菊叶薯蓣分化率的影响与分析(见表 1) 

表 1 菊叶薯蓣不同培养基对分化搴的影响 

外植体分化率= 啊 芒 篙 ×100％ 

从表 1数据可以看出，处理 b外植体分化率最高，处理 

a次之，处理 c最低。通过观察，处理 b分化快且长势好， 

处理 a和处理 c分化慢，且长势较弱。处理b激素含量较适 

宜菊叶薯蓣茎尖、茎段外植体分化；处理 a激素含量偏低， 

不能有效地促进其分化；处理c激素含量过高，反而抑制其 

分化。结果表明培养基：MS+NA ，+B‰ +KT 较适合 

于菊叶薯蓣茎段接种成功培养。 

2．2 外植体菊叶薯蓣组培试验结果与分析(见表2) 

表2 菊叶薯蓣不同外植体对分化率的影响 

体分化率=丽  ×100％ 

从表 2数据可以看出，茎尖、茎段两个部位其分化率相 

当。通过观察，茎尖分化快且长势强健，原因是由于茎尖本 

身内源激素较强，能促其快速分化，但其组织过于幼嫩，抵 

御外界环境影响能力差，易受消毒药物危害。而茎段分化较 

茎尖来说稍慢，因为其组织内源激素含量较茎尖偏低，但组 

织结构致密，抵御外界环境影响能力稍强，因此受消毒药物 

危害较轻。结果表明，茎尖、茎段外植体组织培养各具优 

劣，菊叶薯蓣外植体培养采用茎尖、茎段两个部位均可。 

3 小结与讨论 

3．1 菊叶薯蓣茎尖、茎段外植体组织培养获得成功并选择 

出较适宜外植体培养培养基配方：MS+NAAn3+BA +KT 。 

3I2 对茎尖、茎段两种不同外植体进行接种实验结果表明 

二者对接种率的影响差别不大，均可用于组织培养。 

3．3 本次试验研究范围窄，菊叶薯蓣外植体的选择范围很 

广。比如菊叶薯蓣组培外植体的选用除茎尖、茎段外，叶 

片、块茎、根等是否更有利于组织培养；另外用培养再生的 

器官进行增殖培养、壮茵生根培养、生根成茵后出瓶炼苗等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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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期 密 度对 高油 大 豆脂 肪 含量 的影 响研 究 

摘要 ：播 期、密度两栽培 因子影响高油夏大豆的产量和 

脂肪 含量 ，在 夏 直播 条件 下 ．随着播 期的推 迟和 密度 的增 

加，单株荚数、粒数、粒重、每荚粒数均呈减少的趋势；群 

体产量随着播期的延迟而降低 ．随着密度的增加先增后减： 

籽粒脂肪含量随着播期的推迟和密度的增加而降低。适期早 

播、合理密植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和脂肪的形成。 

关键 词 ：栽培 因子 ：高油大豆；产量；脂 肪 

本文通过对黄淮高油夏大豆播期、密度两栽培因子的试 

验研究，探讨其高产高油的适宜播期和密度组合，为黄淮高 

油夏大豆高油高产栽培提供依据。 

1 材 料与方法 

1．1 供试地块。试验于2005、2006年在菏泽市农科院试验 

田中进行。试验田为粘壤土，地势平坦，排灌方便，播前土 

壤养分化验 ，有机质 1．12％、全氮 0．10％、碱解氮 89 

mg／kg、速效磷 21．2 mg／kg、速效钾 105 mg／kg。 

1．2 供试品种。采用高油夏大豆新品种菏豆 l6号。 

1．3 试验设计。试验设播期和密度 2个因子，每因子安排 4 

个水平，其中播期因子：A。(6月 5日)、A (6月 l5日)、A3 

(6月 25日)、 (7月 5日)。密度因子：B。(1．2万株 ／667 

m：3、B2(1．5万株 ／667 m )、B3(1．8万株 ／667 m )、B4(2．1万株 

／667 m 。各处理采取随机区组排列，2次重复， 5行区， 

行长 5m，行距 0．4m，小区面积 10m ，四周设保护行。生 

育期间不施肥，田间管理与大田相同，各处理固定 l0株， 

调查有关农艺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1 播期和密度对产量的影响(见表 1) 

表 1 不同播期和密度处理产量结果 (单位：kg) 

从表 1中看出，本试验中处理 A。B (播期 6月 5日，密 

度 1．8万株 ／667 m2)产量最 高，667 m2产 237．7 kg，处理 

(接上页)3．4 菊叶薯蓣的污染率与天气有关。通过观察，天 

气状况对外植体的采集有一定影响，天气晴朗时，采集的外 

植体污染率低，天阴和下雨天气采集的外植体污染率较高， 

建议外植体采集尽量在天气晴好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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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播期 7月 5日，密度 2．1万株 ／667m 产量最低 ，667 

m 产 l16．7 kg。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播期和密度与产量差异 

均达极显著水平(F= 30．45)，其中不同播期间产量差异达极 

显著(】nA=37．00)，不同密度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F。=23．90)。 

就不同播期而言，同一密度条件下，随着播期的推迟， 

产量呈递减趋势，气候条件是造成不同播期产量差异的主要 

原因。播期 A (6月 l5日)以后播种减产幅度明显提高，播 

期 (7月 5日)处理比A2(6月 l5日)处理平均减产幅度高达 

32．8％ 。 

就不同密度而言，随着密度的增加，单株荚数、粒数、 

百粒重、荚粒数都有减少的趋势，其中单株荚数、粒数减幅 

较大，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百粒重、每荚粒数随密度变 

化的幅度不大，对产量的影响是次要因素。 处理(1．8万株 

／667 m2)产量最高，产量由高到低以次为B3>B >B。>B ， 

说明密度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产量的提高。本试验处理结 

果，菏豆 l6号品种的适宜密度为每 667 m21．5万～1．8万株。 

因此，适期早播，合理密植是夏大豆获得高产的重要措施。 

2．2 播期和密度对脂肪形成的影响(见表 2) 

表 2 不同播期和密度条件下的脂肪含量 

处理 A1B1 A1B2 A1B3 A1B4 A2B1 A2B2 A2B3 A2B4 

脂肪( 21．87 21．88 21．85 21．79 21．87 21．86 21．84 21．7 

处理 A3B1 A3B2 A3B3 A3B4 A4B1 A4B2 A4B3 A4B4 

脂肪 )21．83 21．83 1．81 21．75 21．71 21．68 21．64 21．53 

从播期看，A。、A2之间差异不大，A。、A2与 A3、 之 

间差异较大，说明 6月 25日以后播种脂肪含量降低明显。 

原因是，鼓粒成熟期是脂肪积累的高峰期，平均气温越高， 

温差越大，越有利于脂肪的形成。因此，适期早播有利于提 

高大豆的脂肪含量。 

从密度处理看，B 、B 、B3之间差异较小，B。、B 、B3 

与 B 之间差异较大，说明密度大于 1．8万株 ／667 m2之后， 

随着密度的继续增加，群体生态条件开始恶化，营养生长与 

生殖生长矛盾更加突出，养分运输和积累不够协调，造成脂 

肪积累速度下降，最终造成籽粒脂肪含量的降低。 

3 结论 

3．1 适期早播(播期 6月 5日)，合理密植(密度 1．8万株 ／667 

m2)，易形成株壮，枝丰，叶茂，荚多，粒饱的大豆形态， 

有利于夏大豆高产、高油。播种过晚(6月25日后)、密度过 

高(2．1万株 ／667 m2以上 会造成产量和脂肪含量的大幅度降 

低 。 

3．2 在夏大豆栽培中，播期和密度对产量和脂肪形成的影 

响基本上是同步的，有利于产量提高的适宜播期和密度也有 

利于脂肪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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