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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桤木的组织培养和快繁技术研究 

蔡丹，刘军，陈红，恭伟 (叫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四Jll雅安625ol4) 

摘要 选用辽东桤木实生无菌苗的带芽茎段进行组织培养。结果表明，用浓度75％的酒精和0．1％的升汞分别消毒种子 5和20 min 

后，接入附加5 I 葡萄糖的Ms培养基，实生无茵苗成活率可迭48％，且实生苗抽出真叶片数多，植株健壮；用WPM+6一BA(0．6、1．O) 
mg／L+NAA 0．1 IE【g／L+葡萄糖3O L作为增殖培养基，增殖倍数高达4．2；用1／2 WPM+IBA 1．0 mg／L+AC 500 mg／l +葡萄糖30 g／L 

作为生根培养基，生根率达 91％；通过逐步炼苗法炼苗，炼苗成活率迭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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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s of Ainus sibirica 

CAI Dan et al (College of Forestry and Hortieuhural，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an，Sichuan 625014) 

Absttact The germfree eauline segments with axillary buds of Alnus sibirica was used as explants in tissue eulture．Tl1e study showed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 the germination was MS + dextrose 5 g／L and the SUlwiva1 rate of seedling could reach 48％ ；for multiplication．WPM+6一BA 

(0．6 or 1．0)n1g／L+NAA 0．1 mg／L+dextrose 30 g／I all(1 the rate of multiplication could reaeh 4．2 times and for rooting culture，1／2WPM 

+ IBA 1．0 mg／L + AC 500 mg／I + dextrose 30 g／L and the rate of rhizogenesis eouh1 math 9l％．After the plantlets being trained indoor for 

23 d and then 37 d outdoor．the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ling eouht reach 93％． 

Key words Alnus sibirica；Tissue culture；Rapid propagation technique 

辽东桤木(Alnus sibirica Fisch．ex Turcz．)又名色赤杨，属 

桦木科(Betulaeeae)桤木属(Ahtus Mil1．)植物，为15 20 m高 

的乔木，分布于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境内，生长下海拔 200～ 

1 500 m山地林中，具有耐瘠薄、萌蘖更新快等特点 其材质 

优良，用途广泛，是改良土壤的优良树种。辽东桤木具有较 

强的抗火、阻火能力，适合卡大面积针叶林内营造防火林 

带⋯1。而且该树种作为 家濒危物种草苁蓉(Boschniakia 

rossica Fedtsch．et Flerov)的属问专一性寄主 2，也有一定的 

研究价值；近几年，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等地引入陔树种栽 

培，早期表现良好。但常规育苗速度较慢，繁殖系数较低，短 

期内难以获得大量苗木。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加快繁殖速度， 

在短期内繁殖出大最具有高度一致、优良表形的群体，且保持 

通过旮性繁殖不能保持的优良个体或件状_3 ]。迄今辽东桤 

木的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尚未见报道。笔者对辽东桤木的组 

织培养柑I夹繁技术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辽东桤木种子(四川省西昌林业局提供)。 

1．2 方法 

1．2．1 培养基。以 WPM、MS和 1／2 WPM作为基本培养 

基，pH值 5．8 6．0，琼脂 5．5 g／T 。初代培养基：MS、WPM 

培养基，附加葡萄糖 5 g／l 。增殖培养基：WPM+6一BA 

(0．4、0．6、0．8、1．0、1．2、1．6、1．8)mg／L+NAA 0．1 mg／L，附 

加葡萄糖30 g／L。生根培养基：1／2WPM+IBA(0、1．0、2．0) 

mg／L+AC(0、500)mg／L，附加葡萄糖30 g／L。 

1．2．2 培养步骤。将种子放入 4℃冰箱中无菌水浸泡 48 

h，75％乙醇浸泡(0、5、10 min)，无菌水清洗 3—5次，0．1％ 

HgC12浸泡(10、20 min)，再用无菌水清洗 3 5次，接入初代 

培养基。每处理接种30粒种子，重复 3次。 

待实生无菌苗长出4～5片真叶时，取带芽茎段接入增 

殖培养基。培养40 d后，切取大于 1．5 cm的健壮单苗转人 

生根培养基。每处理接种 30个材料，重复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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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逐步炼苗法，将经40 d牛根培养，根系正常的试管 

苗，打开瓶口，在培养箱 培养 7 d，然后移植到装有基质 

(蛭石：珍珠岩：泥炭：1：1：1)的纸杯L} ，放置到温室中进行 

炼苗。移栽后用间歇喷雾以保持温室的湿度，而后逐渐增 

强光照，降低湿度，使之与外界的环境相适应，并移至温室 

外露天进行炼苗。第3周开始可以每周施 1次(N：P：K为 l 

：1：1)浓度为 1／1 000的液体复合肥。 

1．2．3 培养条件。昼温(25±2)℃，夜温(22±2)℃，光旦H 

14 h／d，光照强度 1 500—2000Ix，相对湿度 8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消毒处理及培养基对初代培养的影响 种子接 

入初代培养摹，2 d后有个别种子萌发；4 5 d后两片子11 

已完全伸展；20 d左右町抽出2—3片 叶，但植株细弱，叶 

黄绿色；40 d左右抽出 3 4片真叶，植株相对健壮，I1．{ 色转 

为浓绿(图 1)。 

图 1 买生无圃茁【40 d) 

初代培养 40 cl后统计无菌苗生长情况(表 1)。从表 1 

口J 以看出：各处理污染率都偏高，酒精消毒时间的长短，叫 

显影响种子的萌动率，酒精消毒时间越长，种子未萌动率越 

高。在 MS培养基中生长的实生苗，较 WPM培养基中生长 

的实生苗抽出真叶片数多，而且棺株健壮。所以，辽东桤木 

种子的适肓消毒剂及时间为，在浓度 75％的酒精中浸泡 5 

min，然后在浓度 0+1％的升汞IIJ浸泡 20 rain。适宦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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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为MS培养基。 

表 1 不同消毒处理对初代培养的影响 

2．2 6．BA浓度对增殖的影响 实生无菌苗长出4～5片 

真叶时，取带芽茎段接人增殖培养基。培养 8 d左右，腋芽 

开始萌发，并有部分产生愈伤组织；培养 13 d左右，已有新 

叶展开；培养 30 d后单芽明显伸长，并有大量丛芽发生(图 

2)。培养过程中，无明显褐化现象。 
譬 

图2 继代苗(30d) 

带芽茎段在增殖培养基中培养到 40 d时统计其生长 

情况(表2)。由表2可知，外植体的增殖倍数随6．BA浓度 

的升高而升高。但高浓度的 6．BA促使外植体产生大量愈 

伤组织(图3)，且产生的丛生芽相对细弱矮小，侧芽的生长也 

表2 6-BA浓度对增殖的影响 

受到抑制，这不利于辽东桤木的良种快繁。相对而言，在 

NAA浓度均为0．1 mg／L的情况下，6．BA浓度为0．6和 1．0 

mg／L时，芽增殖系数高，且茎叶均匀，芽苗健壮。将增殖的 

丛生芽剪下，在相同的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即可得到大 

量增殖苗 。因此，WPM+6一BA(0．6、1．0)mg／L+NAA 0．1 

mg／L为辽东桤木增殖的适宜培养基。 

■ 

图 3 高浓度的6-BA促使外植体产生大量愈伤组织 

2．3 活性炭和 IBA浓度对生根培养的影响 切取大于 

1．5 cm的健壮单苗接人生根培养基。6 d后已有少量单苗 

生根。培养 30 d后统计生根情况(表 3)可以看出，当IBA 

浓度为1．0 mg／L时生根率较高，根数较多且粗壮；加入 500 

mg／L活性炭后，生根率有所提高且生根启动时间缩短。所 

以，采用培养基 1／2WPM +IBA1．0mg／L+AC 500mg／L诱 

导生根效果最好，生根率达92％，且生根早，根数多，根粗壮 

(图 4)。 

表 3 活性炭和 IBA浓度对外植体生根培养的影响 

图4 生根苗(30d) 

图5 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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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1)不同栽植密度下，信杂粳 l号的分蘖动态和成穗规 

律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在密度较低时，最高分蘖期推迟，有 

效分蘖期延长，杂交稻个体生长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分蘖成 

穗率明显提高，单株有效穗大幅度增加，从而构建出在稀植 

条件下杂交稻获得高产所需要的高质量群体。 

(2)栽植密度对信杂粳 1号分蘖穗的穗部性状的影响较 

大，低密度种植单株分蘖成穗的每穗总粒数、每穗实粒数、着 

粒密度得到整体优化，不仅早期分蘖穗的经济性状变优，中 

后期的分蘖穗的性状也得到明显改观，各期分蘖穗每穗粒数 

上的差异变小。中后期分蘖数的增加，有效穗的增多和穗部 

性状的优化，使得稀植栽培不同位次分蘖穗对产量贡献与传 

统栽培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二次分蘖(主要是IIl、Ⅳ期发生 

的分蘖)成穗在产量构成中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陶诗顺研究 

了栽植密度为22．5万、7．5万穴／hm 两种栽培方式杂交稻不 

同来源有效穗对产量的贡献 2̈ J，稀植时有效穗对产量的贡献 

大小顺序是：低位二次分蘖>低位一次分蘖>高位一次分蘖 

>高位二次分蘖 >主茎穗 >三次分蘖，也表现出类似的规 

律。因此，信杂粳 l号稀植栽培时应当十分重视较高位次分 

蘖的成穗，在栽培管理上应采取适宜的调控措施，提高其成 

穗率和成穗质量，发挥其应有的增产作用。 

(3)目前杂交水稻大穗型强优势组合的成功选育和推广 

应用，为稀植栽培奠定了基础；水稻的强化栽培体系(SRI)在 

广大稻区的应用，使得水稻的栽植密度进一步降低[3]。在生 

产实践中，应根据水稻品种的穗型和分蘖力强弱来选择比较 

适宜的种植密度，协调好个体发育与群体质量的关系，一般 

穗型较小或者分蘖力较弱的水稻品种的栽植密度不宜过低； 

对穗型中等偏大，分蘖力中等偏上的品种采取稀植栽培更有 

利于获得较高产量。 

(4)对于不同栽植密度水稻的分蘖利用和成穗特性，前 

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试验材料、密度设计和栽培方 

式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_4 J。试验是在育秧方式 

和肥水管理上与传统大田管理比较接近的状态下进行，秧苗 

移栽时叶龄一般在5．5—6．5叶，由于移栽植伤，使得栽后稻 

株的中部一次分蘖未能按同伸规律发生，对稀植栽培的中后 

期分蘖成穗带来一定影响；在本田期的肥水运筹上也未按照 

稀植条件下的特殊要求进行管理，稀植所产生的增产优势尚 

未完全体现，稀植时相应的栽培方式与管理技术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和完善。因此，信杂粳 卜弓稀植栽培还要与配套栽 

培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如水稻旱育壮秧、两段育秧、小苗早 

栽，间歇式灌溉、合理增施穗粒肥等技术的综合运用，才能最 

大程度提高水稻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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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炼苗与移栽 采用逐步炼苗法，将经 40 d生根培养， 

根系生长正常的试管苗，打开瓶口，在培养箱里培养 7 d，然 

后移植到装有基质(蛭石：珍珠岩：泥炭 =1：1：1)的纸杯中， 

放置到温室中进行炼苗；15 d后移至露天进行炼苗；60 d后 

统计炼苗情况，炼苗成活率可达 93％(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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