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卷 

Vo1．29 

第 3期 

NO． 3 

2007年 3月 

Mar． 2007 

文章编号 ：1000—2642f2007)03—0086—04 

贝利氏相思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① 

张 祖 荣 

重庆文理学 院 生命科学 系，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用贝利氏相思茎段作外植体，采用在木本植物茎叶组培材料上经常采用的 3种消毒方法，以及前人已在相 

思类植物营养器官组培上取得成功的 4种芽诱导培养基、芽增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3 

种消毒方法效果都不错，只是 75 酒精 10 s+0．1 HgC12 8 min处理出现少量污染；芽诱导以改良 Ms+6一BA 

2．0+NAA 0．2效果 最好 ；芽增殖以改 良 MS+6一BA 1_0+NAA 0．2效果最好 ；生根效果最好的培养基是 1／2 MS 

+ IBA 1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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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类树种(简称相思树)为含羞草科(Mimosaceae)金合欢属(Acacia)植物，它们根瘤发达、固氮能力 

强，且生物量大、枯枝落叶多，对土壤有很好的保护和改良作用；相思树还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其量大而质 

优 的心材是高档家具 、装饰板 、木地板等的上好材料；相思树树皮单宁含量 30 ～40 ，直接用于制栲胶 ， 

种子粗蛋白含量 20 ～3O ，人可以食用 ，叶片可以作动物饲料，因此相思树的种植具有极大的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 ，深受人们欢迎 ．由于原产我 国的相思树种极少 (目前 已知的只有 台湾 相思和尖叶相思 2 

种 )，因此我国栽培的相思树种都主要从国外引进． 

尽管我国从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引种成功的相思树种已超过百种，但它们基本上都是用于林业造林树 

种 ，而在相思类植物中还不乏具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树种 ]．随着我国园林事业的发展，这些既具有生态 

价值、经济价值 ，同时又具有显著观赏价值的观赏相思树 ，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开发和研究兴趣．本文 

即是想通过对新近引进的贝利氏相思(Acacia baileyana F．J．Muel1)这种观赏相思树 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 

殖研究，能在观赏相思树的快速繁殖方面为同行和专家们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为更好地解 

决贝利氏相思的引种种源问题提供一条较为理想的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试验材料取自重庆文理学院植物园 2 a生贝利氏相思幼苗上生长健壮的幼嫩茎段． 

1．2 方 法 

1．2．1 外植体消毒 

首先剪除茎段上的叶，然后采用在木本植物茎叶组培材料消毒处理上经常采用的 3种消毒方法 (表 

1)对茎段进行消毒对比试验，以便从 中选优．再把经消毒处理的茎段剪成 1～2 cm长的带芽小段 ，并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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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接种到同一种芽诱导培养基上以观察它们各 自的污染率． 

1．2．2 培养基 

本试验分别选用前人已在相思类植物营养器官组培上取得成功的 4种芽诱导培养基(表 2)、芽增殖培 

养基(表 3)和生根培养基(表 4)进行对 比试验，以便从 中选优． 

1．2．3 培养条件 

温度 28±3℃，光照 12 h／d，光照强度 2 000 lx． 

1．2．4 无菌苗移栽 

把根长 3 cm 以上且生长健壮有分支的无菌苗打开瓶塞炼苗 2～3 d，然后移栽到喷有 1／4 MS营养液的 

珍珠岩基质上并盖上薄膜保湿，10 d后揭开薄膜，移栽到装有腐质土的花盆中，经 2O d左右的常规养护即 

能成活．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处理对外植体的影响 

把经消毒处理的外植体接种到同一种芽诱导培养基后 ，经 5～7 d，没有 出现污染的茎段基部切 口处开 

始产生 白色或黄 白色的愈伤组织 ，而没有产生愈伤组织的茎段已经出现明显的霉变现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消毒方法的处理效果 

Table 1 Results of Different Disinfection Methods 

注：消毒方法中的“4-”表示经前一种消毒液处理后用无菌水冲洗干净，然后再用下一种消毒液处理· 

表 1说明，3种消毒方法中，除了第 2种出现少量霉变外，其余 2种均无污染．这和以前试验稍有不 

同 ，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相思树幼嫩茎段的表面特点不同，或者是取材季节不同而引起． 

2．2 不同培养基对培养效果的影响 

2．2．1 芽诱导 

把经消毒对比试验而没有发生霉变的外植体分别转入 4种不同的芽诱导培养基上 ，l0b 1 5 d后 ，部 

分茎段在叶腋处产生出 1～4个不定芽．25～30 d后 ，分化 的不 定芽及侧 芽进 入旺盛生长时期·表 2为 

培养 45 d的结果． 

表 2说明，随着 6一BA的浓度增大，不定芽的诱导率 明显提高 ，但有效苗反而减少．综合分析表 明， 

以第 2种最好 ，第 3种最差．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降低矿质养分浓度和提高 6一BA浓度对贝利 氏相思外植 

体的芽诱导效果较好 ，这和有些木本果树外植体的芽诱导情况基本一致 ． 

2．2．2 芽增殖 

将芽诱导培养出的有效芽苗再分别转入 4种不同的增殖培养基上，培养 10 d后材料的切 I21处均 出现愈 

伤组织 ，芽苗明显增高，且腋芽处开始有不定芽萌动迹象．15 d后不定芽陆续长出，30 d时芽苗数量明显 

增多，增殖 系数达 3倍左右．具体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2 不同培养基的芽诱导效果 

Table 2 Resuits of Bud Induction on Different Media 

注：以上培养基都加入了3 蔗糖和 0．7 琼脂作为基本成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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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和芽诱导培养基相似，降低矿质养分浓度和提高 6一BA浓度对提高贝利氏 

相思外植体的芽增殖倍数效果明显．尽管以第 2种培养基的增殖倍数最高，但同时也出现芽丛密、芽苗高 

度低、有效苗减少等问题．只有第 1种培养基既可实现高增殖率，又能保证分化出的芽粗壮，芽苗生长良 

好 ，为本次实验的最佳芽增殖培养基． 

2．2．3 根诱 导 

当丛生苗长到平均高度 3 cm左右时，选取健壮的芽苗切成 1．5～2．0 cm左右的茎段转人 4种不同的 

生根培养基上，接人培养基 4～5 d后，有部分芽苗在切口处开始长出白色的愈伤组织．20 d后，开始生根， 

幼根呈放射状排列．不生根的外植体基部切口无愈伤组织产生，且逐渐变为深褐色．50 d后观察生根效果， 

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不同培养基的生根效果 

Table 4 Rooting on Difeerent Culture Media 

表4说明，生根培养基以第 2种最好、第 l和第 3种次之、第 4种最差．这表明适当增大 IBA浓度或 

降低矿质养分浓度有利于贝利氏相思的根诱导，这和有些草本植物组培的根诱导情况基木相同⋯ ． 

3 讨 论 

1)本试验表明 ，在其他相思树的组培上 已取得成功的培养基 ，对贝利 氏相思的组培也有不同程度的作 

用效果．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它们亲缘关系很近，从而在生长发育方而也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另外，在贝 

利氏相思的组培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与木本果树和草木植物相似的组培现象，进一步证明各种种子植物之间 

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生长发育方而的共同之处． 

2)和其他组培材料相比，茎段腋芽组培的增殖率相对于由愈伤组织诱导丛生芽的增殖率要低，但腋芽 

诱导的再生植株遗传变异性小，而由愈伤组织诱导的再生植株遗传变异性大[1 ，因此，为了保持亲本的遗 

传特性，茎段腋芽应该是一种很好的组培外植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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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ZHANG Zu—rong 

of Acacia baileyana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Yongchuan，Chongqing 402 168，China 

Abstract：In this study，stem segments of Acacia baileyana F．J．Muell were used as explants in tissue cul— 

ture．Three disinfection methods commonly used in the tissue culture of wooden plant stems and leaves and 

four bud abducting culture media，bud proliferating culture media and rooting media used by previous re— 

searchers in the tissue culture of vegetative organs of Acacia species were taken as a comparative test．The 

resuhs showe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disinfection methods were fairly effective．A little mould OC— 

curred on1v 0n the stern segment treated with 75 alcohol for 10s+ 0．1 HgCI2 for 8 min．The best me— 

dium for bud induction was a modified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6一BA2．0 mg／L and NAA0．2 mg／ 

L；the best medium for proliferation was MS+6-NBA1．0 mg／L+NAA0．2 mg／L and the best medium for 

rooting was a modified 1／2MS supplemented with IBA1．0 mg／I ． 

Key words：Acacia baileyana；stem segment；tissue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 

责任编辑 陈绍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