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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组培苗玻璃化及恢复的研究 
孙 阳 ，魏海蓉 ，程淑云 ，刘庆忠n，李宪利 ，刘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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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州市农业局，山东 滕州 277500) 

摘 要：以Sierra、Bluecrop和Reveilla 3个蓝莓品种为试材，以WPM为基本培养基，研究玉米索和培养 

温度对不同蓝莓品种试管苗玻璃化现象的影响，探索蓝莓试管苗的最佳培养方法。结果表明：玉米索(zT)浓 

度和培养温度是导致蓝莓玻璃化的重要因素，当温度在28℃和玉米索浓度在0．3 mg／L条件下，玻璃化程度 

最重 ，但品种间的玻璃化程度也有明显差异。随着培养温度的升高或玉米索浓度的增高，品种间玻璃化程度： 

Reveilla>Sierra>Bluecrop。玻璃化试管苗在调整培养温度及玉米索浓度的条件下，可以不同程度的恢复，培 

养温度在20—23~C之间变温处理、zT浓度在0．1 ms／L效果最优；其中Bluecmp恢复时间最短，且效果最好， 

其次是 Sierra，Reveilla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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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blueberr,]varieties(ReveiUa，Sierra and Bluecrop)were cultured in WPM medium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zeatin and culture temperature on vitritication of plantlets．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vitrification of blueberry were ZT concentration an d culture temperature．Th e vitrifica． 

tion of planflets were the most serious when cultured at 28℃ with 0．3 mg／L ZT．Vitrification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among varieties．arranged as Reveilla>Sierra>Bluecrop． e vitrification could recover if adjusting 

temperature to 20～23℃ and ZT concentration to 0．1 mg／L Bluecrop could recover in a short time with the 

best effect．followed by Sierra and Reveilla． 

Key words Blueberry；Tissue culture ；Vitrification；Recovery 

蓝莓 (blueberry)，又称越橘，属杜 鹃花科 

(Ericaceae)越橘属(Vaccinium)。蓝莓果中含有 

花色素苷、黄酮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具有很强的 

抗氧化性，有促进视红素再合成、抗炎症、提高免 

疫力、抗心血管疾病、抗衰老、抗癌等多种功能。 

目前美国的蓝莓栽培面积大约 8．449×10 hm ， 

总产量达9×10 t，是仅次于草莓的第二大小浆 

果。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新西兰等 

也相继引种栽培，现已初具商品产量，成为一种很 

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保健类水果。蓝莓种苗的快速 

繁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探讨蓝莓苗木的工厂 

化育苗技术体系，满足商品基地建设的需要，成为 

蓝莓发展的重中之重⋯。玻璃化现象是植物组 

织培养中特有的现象，蓝莓试管苗玻璃化成为阻 

碍蓝莓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管苗玻璃化 

后可在延长培养期间恢复正常，但通常玻璃化苗 

恢复正常的比例很低 。本研究 旨在探索蓝莓 

试管苗的最佳生长环境，降低蓝莓试管苗玻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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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蓝莓组培快繁技术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材 

从美国引进的北高灌蓝莓(Vaccinium corym— 

bosum L．)品种 Sierra、Bluecrop和南高灌蓝莓( 

X Corymbosum L )Reveilla。 

1．2 方法 

采用刘庆忠等 的方法建立蓝莓无性系，将 

蓝莓试管苗在不同条件下进行增殖快繁培养，用 

WPM为基本培养基，调节pH值为5．4，光照强度 

为2 000 lx，光照培养时间为白天 15 h，夜间 9 

h⋯。以品种、玉米素(浓度分别为0．1 mg／L、0．2 

mg／L和0．3 mg／L)、培养温度(分别为22℃、25℃ 

和28℃)为考察因素，各采用3个水平，进行 

(3 )正交试验，每处理 100瓶，5周后调查试管苗 

玻璃化率(玻璃化瓶数／试验总瓶数)及玻璃化程 

度(分轻 、中、重三类)状况。最终通过玻璃化率 

和玻璃化程度给出综合评分。 

选取玻璃化程度中等的试管苗，在不同温度 

下进行恢复，温度为 2O℃、23℃和2O一23℃变温 

处理(变温处理期间为白天23℃，夜间2O℃ ，每7 

天调查一次，调查玻璃化试管苗恢复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由表 l中 R值可知，各因素对试验结果影响 

程度为：温度(c)>品种(A)>玉米素(B)。B因 

素水平间的差异较小，水平3的影响程度大于水 

表 1 正交试验结果 

平 l和水平2。 

2．2 方差分析 

将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由 

表2可知，B因素相对A、C因素影响较小，C因素 

对蓝莓玻璃化影响极显著，A因素在蓝莓玻璃化 

中的影响也达到显著水平。 

表2 方差分析表 

注： ：P<0．05；★}：P<0．01。 

从表 1、表 2综合可知，玉米素浓度和培养温 

度是导致蓝莓玻璃化的重要因素，当温度在28℃ 

和玉米素浓度在0．3 mg／L条件下，玻璃化程度最 

重，但品种间的玻璃化程度也有明显差异，随着培 

养温度的升高或玉米素浓度的增高，品种间玻璃 

化程度：Reveilla>sierra>bluecrop。 

2．3 玻璃化试管苗的恢复 

由表3可知，玻璃化试管苗在降低培养温度 

的条件下，玻璃化可以不同程度的恢复正常，不同 

温度条件下，蓝莓玻璃化苗恢复速率不同。2O℃ 

条件下恢复率高于23℃，在2O一23℃之间变温处 

理恢复率在培养两周明显加快，最终变温处理的 

恢复效果最优；这可能是夜间低温降低了试管苗 

的呼吸强度，增加了营养积累，加快了试管苗微管 

形成，而在白天光照下苗子的光形态建成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能量与营养，高温下可加快植物营养 

的吸收与运输。不同品种恢复程度和恢复时间差 

异很大，其中Reveilla恢复时间最长，其次是Sier- 

ra，Bluecrop最短。 

表 3 不同品种中度玻璃化试管苗恢复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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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茬稻旱育秧不同育苗期对稻苗素质的影响 
刘 颖，张 自奋，张明红 

(临沂市水稻研究所 ，山东 临沂 276034) 

摘 要：麦茬稻旱育秧不同育苗期试验结果表明：在非保护性栽培条件下，4月20日和4月25日育苗处 

理，播种至出苗的时间长达9～12天，稻苗生长缓慢。5月5日育的苗生长正常，苗龄适中，稻苗素质最好，可 

作为麦茬稻旱育苗的育苗适期。5月15日育苗处理，虽然稻苗生长量差一些，但苗龄只有35天，可作为晚插 

秧稻田的育苗期。 ． 

关键词：水稻；旱育秧；育苗期；稻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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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茬水稻旱育秧与湿育秧比较，具有省水、省 

工、增产显著的特点，因而深受稻农的欢迎。但 

是，由于地理位置、气候、土壤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仍有一些稻农不能较好地应用这一技术，特别是 

对育苗适期掌握不准，或育苗过早 ，造成秧龄过 

长，苗子过大，插后造成减产，或因育苗过晚，苗子 

太小，达不到壮秧标准，致使插后减产。我们通过 

麦茬稻旱育秧不同育苗期试验，研究不同育苗阶 

段的稻苗素质状况，从而确定最佳育苗期，为生产上 

适期育苗，培育壮苗，增加水稻产量提供理论依据。 

收稿13期 ：2007-12-26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根据麦茬稻旱育苗的特点，试验设4月 20 

日、4月 25日、4月 30日、5月 5日、5月 10日、5 

月 15日共 6个育苗期处理，重复 3次。用砂姜黑 

土作盆栽试验，采用一次性覆土的旱育苗种植方 

式，供试品种为临稻 l0号。 

1．2 试验方法 

试验用具为内径25 cm、深 23 cm的塑料桶， 

3 讨论与结论 

蓝莓的培养条件对蓝莓玻璃化程度的影响十 

分明显，但不同品种玻璃化程度受培养条件影响 

的程度不同。对试管苗玻璃化现象形成机理的研 

究曾多有报道，认为试管苗玻璃化是内部生理失 

调的外在表现 J，也有人认为是形态结构上的 

畸形导致了功能上的障碍，也有研究认为玻璃化 

苗发生与细胞分裂素的浓度和温度有密切相 

关 J。笔者认为，不仅较高的温度和较高的玉米 

素浓度显著增加试管苗的玻璃化，而且不同品种 

间差异也十分显著。就同一蓝莓品种而言，降低 

试管苗培养温度和玉米素浓度可以大大地降低蓝 

莓的玻璃化率。蓝莓培养条件因品种不同需要进 

行相应的调整；就温度而言，Bluecrop可以控制在 

25℃，而 Reveilla最好在22℃左右，Sierra在 22～ 

25℃之间最佳；3个品种对玉米素浓度的要求基 

本一致，0．1～0．2 mg／L对试管苗生长效果最佳。 

已经玻璃化的试管苗，随着培养基和培养环境在 

培养过程中的变化是可以逆转的，笔者认为变温 

处理对玻璃化试管苗的恢复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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