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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组培苗适宜生长基质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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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花生壳基质为主要材料与多种常用基质材料配合成的9种基质，并以康乃尔无土混合基质为对照，进行葡萄组培 

苗移栽试验，测定了各基质的理化性质，调查了葡萄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及茎粗、株高、根长、叶片数等生长指标。试验结果表 

明，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生长的影响有明显差异，50％花生壳基质 +25％蛭石 +25％泥炭、8o％花生壳基质 +2o％蛭石等配 

合基质的应用效果明显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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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葡萄酿酒业的迅速发展，酿酒葡萄的种植 

规模有了较大提高。利用组培技术快速培育酿酒葡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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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是一条扩大生产的有效途径。组培苗在培养基生根后， 

需要经过在温室中驯化壮苗，才能移植到大田。在这一过程 

图 1 R值分析直观图 

以各因素的水平作横坐标 ，指标值作纵坐标 ，各因素的 

指标关系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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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因素指数关系图 

由图2可知，6一BA因素中以 3水平的诱导率最高，L 

因素中以2水平的诱导率最高，培养基因素中以 2水平的诱 

导率最高，外植体以2诱导率最好。因此可知，平均诱导率 

最高的组合为 A3 B2 D2(6一BA0．6mg／L+IAA0．3mg／L+WAP 

培养基 +嫩茎段为最佳处理组合)。 

由方差分析可知：A(6一BA)、B(IAA)、C(培养基)差异不 

显著 ，但是 D(外植体)间差异显著。用 spssl0软件计算并采 

用 LSR检验，结果表明外植体水平差异显著 ，其 中 D2(嫩茎 

段)显著高于 D1(叶片)，说明嫩茎段为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 

导的最佳外植体，次要因素 A(6一BA)，B(IAA)、C(培养基)可 

按照 X～确定较优水平，因素 A的较优水平是 ，B因素的 

较优水平 B2，C因素的较优水平是 。 

3 结论 

3．1 美国红枫组织培养较易产生愈伤组织，愈伤组织形成 

较好 。 

3．2 通过直接观察，处理组 8形成愈伤组织早，诱导率高 ， 

相同时间生长量大。 

3．3 通过综合分析得出平均诱导率最高的组合为A3 B2 D2 

(6一BA0．6mg／L+IAA0．3mg／L+WAP培养基 +嫩茎段为最佳 

处理组合)。 

3．4 通过方差分析最终得出：外植体是差异最显著因素，嫩 

茎段为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外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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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温度、光照和基质均会对酿酒葡萄组培苗的成活及生长 

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适宜栽培基质的选择，是实现酿酒葡 

萄工厂化繁育的重要环节。目前，尚鲜见国内外对葡萄组培 

苗移栽基质的研究报导，在生产中使用的大多是常规的栽培 

基质，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标准培养土、康乃尔大学无土 

混合基质等 ]。这些常规栽培基质都以泥炭为主要材料，由 

于泥炭为不可再生资源，价格高、数量有限，增加了育苗的生 

产成本 ，制约着酿酒葡萄工厂化育苗的发展。针对葡萄组培 

苗的生长特点，研制取材容易 、价格低廉的移栽基质，是酿酒 

葡萄生产的迫切要求。 

山东省林科院将花生壳经特选发酵微生物群处理后合 

成了优质有机栽培基质一花生壳基质，本试验以花生壳基质 

为主要材料与多种常用基质材料，按照不同比例配合成不同 

基质 ，通过对葡萄组培苗的生长状况进行测定和分析，从而 

筛选出既适宜葡萄组培苗生长又利于大规模应用的移栽基 

质。 

1 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于 20O2年4～6月份在山东省酿酒葡萄研究所温 

室内进行。 

1．1 试验材料 

所用葡萄组培苗品种为“阿罗巴”(Arriloba)，品系号 762， 

为酿酒葡萄品种，由山东省酿酒葡萄研究所提供。所用基质 

材料 ：花生壳基质(山东省林科院研制)、泥炭(黑龙江佳木斯 

市)、蛭石和珍珠岩(济南顺德保温材料厂)。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l0个处理(见表 1)，以常用基质对照，采用康 

乃尔无土混合基质，每处理移栽 40株，将各处理基质材料混 

匀后装入直径 5era，长 7em规格的营养钵中，待葡萄组培苗 

移入后置于温室(4月 1日)，常规管理。 

表 l 配合基质组成及比例(体积％) 

1．3 基质理化性质测定及生长状况调查 

1．3．1 基质理化性质测定 

参照《土壤农业化学常规分析方法》 、《土壤学试验》 。 

1．3．2 生长状况调查 

分别于 30天和 6o天后统计成活率，并取样调查组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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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状况。每处理随机取样 8株 ，洗净后测定株高、茎粗、 

根长和叶片数等生长指标，然后置于烘箱内 105~C内杀青 

15rain，8o℃烘干恒重，称地上 、地下部干重。 

1．4 统计方法 

对各调查指标用统计软件 Slati~ea V6．0进行方差分析， 

LSD法比较各处理间显著性。 

按下面公式计算壮苗指数 J： 

壮苗指数=(地 E部干重，地下部干重+茎粗／株高)全株干重；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定组培苗的总体生长状况，该法是在 

假定株高、茎粗、根长、叶片数对壮苗有同等作用的基础上， 

用下列公式来衡量基质的适宜性b]： 

Y  — Y  

．i= 岫_ (1) 
j。M 一 j．rain 

= ，i (2) 

式中： ．i为第 i水平第 j观测指标的得分，)(i．。为第 i水 

平第j观测指标的平均值；)(i． 为第 j观测指标平均值 中的 

最小值，)(i．一为第 j观测指标平均值中的最大值 ；n为观测 

指标数， 为第 i水平的综合评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质的理化性质 

表 2 不同基质的物理性质 

度 通 毛 

气孑 。 

由表 2可以看出，所有处理基质的容重均高于对照，都 

处于是植株能够 良好生长的指标范 围(0．1～0．8g／cm~) ]。 

总孔隙度大于70％的处理为 Tl、rI3、116、 ，其中 Tl、116的总 

孔隙度高于 CK。T4处理的气水比高于 CK，其他处理的气水 

比均低于 CK，且处于理想指标范围(1：1．5～l：4) ]。综合 比 

较 ，Tl、rI3、116、 处理的物理性质优于 CK。 

从表 3可以看出，各处理的Ec值均高于CK，但都在植 

株生长的适宜范围内。各处理有机质含量的高低与花生壳、 

泥炭加入的多少有关，Tl、rI2、 、17的有机质含量高于 CK。 

pH值的测定结果表明，各处理和 CK皆处于中性偏酸的范 

围，对植物生长较适宜。除 rI3、T4、116外 ，其他处理的 cEC值 

均大于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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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基质的化学性质 

2．2 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4调查结果可知，基质对葡萄组培苗的移栽成活率 

有明显的影响，所有处理的成活率均高于对照，特别是 T1和 

，I9的成活率达到 80％以上，高于对照基质的成活率。 

表4 不同基质葡萄组培苗移栽成活率 

2．3 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生长的影响 

由图 la可以看出，所有基质处理生长 60天时的葡萄组 

培苗茎粗均显著大于生长3o天时的茎粗，在生长3o天时 ，不 

同基质的茎粗无显著性差异 ，而待生长 60天时，对茎粗的影 

响则达到显著性水平 ，处理 Tl和 ，I9的茎粗显著高于对照， 

其他处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图 1b表明，葡萄组培苗生长 3o天时，各处理与对照相 

比无显著性差异。生长60天时，基质 T1和，I9的葡萄组培苗 

株高显著高于对照。 

从图 1c可以看出，同茎粗类似 ，所有基质处理生长60天 

时，葡萄组培苗的根长均显著大于生长 3o天时的根长。在 

葡萄组培苗生长 3o天时，基质 的根长显著小于对照，其 

他基质处理与对照间差异不显著；到生长 60天时，基质 Tl 

和 12的根长显著大于对照，然而基质 和 的根长要显 

著小于对照基质。 

关于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叶片数的影响，调查结果表 

明(图 ld)，生长 3o天时各处理基质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生长 

60天时，基质 Tl、 和 四 的葡萄组培苗叶片数显著高于对 

照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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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 

茎粗、株高、根长和叶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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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质量的影响 

2．4．1 壮苗指数 

壮苗指数在蔬菜育苗中应用较广，对产量的预测效果较 

好 ，本研究计算了不同基质处理葡萄组培苗生长 6o天后的 

壮苗指数，其值的大小可用于幼苗质量的评价。由表 5结果 

可以看出，除基质 T4、 和 T8外，其他基质处理的壮苗指数 

均大于对照 ，大小顺序为 I9>T1>，I2>T6>T'／>I3。 

表 5 不同基质对葡萄组培苗壮苗指数的影响 

2．4．2 综合评分 

不同基质处理的葡萄组培苗各生长指标差异存在不一 

表 6 不同基质应用效果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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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故采用综合评分法来评价各处理基质的应用效果。表 

6结果表明，运用公式(1)、(2)对不同基质处理中生长 6o天 

的葡萄组培苗的生长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分高于对照的 

基质处理分值顺序如下 ：T1>I9>，I2>T6>I3。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表明，在以花生壳基质为主要材料与多种常用基 

质材料，按照不同比例配合成的 9种基质中，处理 T1、 的 

理化性质明显优于常用基质，能够更好的满足葡萄组培苗对 

水、气、养分的需求，对葡萄组培苗移栽成活率及茎粗、株高、 

根长、叶片数等生长指标的影响较大，应用效果在很大程度 

上优于常用基质。试验结果证实，用花生壳基质替代泥炭作 

为葡萄组培苗移栽基质材料是可行的。 

本试验表现较佳的 T1、 处理的配比中，皆含有一定比 

例的蛭石，这与透气性能 良好、持水量大的蛭石能有效地弥 

补花生壳基质总孔隙度不高、气水比偏高的局限有关。除蛭 

石外，也可考虑炉渣、细砂等吸水性强 、价格低的成分，这方 

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开展。 

我国花生壳资源丰富，山东省林科院将花生壳经特选发 

酵微生物群处理后制成的花生壳基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 

产 ，其成本较低。本试验表现较佳的 T1、 基质以花生壳基 

质为主要配合材料，较常用基质明显降低了成本，有望在葡 

萄工厂化育苗生产 中大规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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