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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树莓组织培养技术研究 

毕海林，徐中志，和加卫，和秀云，朱映安，杨正松，杨洪涛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云南 丽江 674100) 

摘 要 以未萌发的腋芽和单芽茎段为外植体，对野生种刺萼粉枝莓进行了组织培养技术研究。．结果表明，未萌 

发的腋芽是最佳的外植体；MS+6一BA 1．0 mg／L+NAA 0．01 mg／L为较佳的启动培养基；MS+6一BA 1．0 mg／L+ 

NAA 0．2 mg／L为最佳的增殖培养基；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 0．05 mg／L，试管苗生根率高，炼苗移栽成活率 

达 9O％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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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莓(Rubus alexeterius)为蔷薇科(Rosaceae)植 

物，灌木型果树，根、茎、叶皆有药用功效 J，其果实 

为聚合浆果，色泽宜人，风味独特，既可鲜食，也可加 

工成果酱、果汁、果冻及多种食品添加剂，其营养价 

值和经济价值远远高于苹果、橘子、葡萄等水果，在 

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天然香料、食用色素等方面有 

着广泛用途，是近年来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集营养 

与保健于一身的第三代新兴水果 J。刺萼粉枝莓 

的别名为刺萼悬钩子，为蔷薇科悬钩子属野生落叶 

直立灌木，目前，刺萼粉枝莓仅分布于云南西北部， 

是云南特有种 J。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对其进行快 

速繁殖研究，对保存我国的悬钩子种质资源和合理 

开发利用将发挥重要应用价值。本文报道野生树莓 

刺萼粉枝莓的组织培养技术，通过研究，筛选出了高 

效的培养基，有效地解决了刺萼粉枝莓的繁殖技术， 

为下一步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腋芽和单芽茎段 

1．2 方法 

1．2．1 外植体的预处理 选择生长健壮且无病虫 

害的刺萼粉枝莓植株，取腋芽和单芽茎段为外植体； 

先用洗衣粉液浸泡 10 min，流水冲洗 lh，然后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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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净台，70％酒精消毒30 s，再以0．1％升汞溶液处 

理15 min，无菌水浸洗5次后供接种使用。 

1．2．2 芽的诱导分化 取消毒过的外植体腋芽和 

单芽茎段各80个，启动培养基为 MS+6一BA 1．0 

mg／L+NAA 0．01 mg／L。 

1．2．3 丛生芽的继代增殖 不定芽形成后，暂不切 

割，将其转接于增殖培养基上。培养基为 MS+6一 

BA 0．5 mg／L． MS +6 一BA 0．5mg／L +NAA 0．2 

mg／L．MS+6一BA 1．0 mg／L+NAA 0．2 mg／L，MS 

+6一BA 2．0 mg／L+NAA 0．1 mg／L。 

1．2．4 生根培养 在 1／2MS 4-NAA 0．05 mg／L培 

养基上进行根的诱导。 

1．2．5 培养条件 以上培养均为固体培养基，琼脂 

为0．65％，蔗糖为 3％，培养基pH为 5．8，培养温度 

为23℃，光照强度为 1 500 Ix，光照时间为 12 h／d。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植体无菌系的建立 

外植体无菌体系的建立是组织培养成功的关 

键，外植体取材的时间，部位及生理状态对其成功与 

否具有重大影响。将消毒过的腋芽剥去外包鳞片， 

露出幼嫩芽体，将其接种于启动培养基上，10 d后， 

腋芽基部开始有膨大，腋芽开始萌发；将消毒过的茎 

段切成1 em左右的单芽茎段，置于启动培养基上， 

约15 d后，单芽茎段基部形成较大愈伤组织，芽开 

始萌发。启动培养基为 MS+6一BA 1．0 mg／L+ 

NAA 0．01 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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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外植体在启动培养过程中的生长情况 

观察腋芽和单芽茎段萌发情况，发现腋芽萌发 

情况较好，污染少，而单芽茎段绝大多数被霉菌污 

染；腋芽和单芽茎段少数变褐坏死。见表1。由表1 

可以看出，腋芽直接接种在启动培养基上，其萌发率 

很高，且污染率很低。单芽茎段虽然其所带腋芽也 

有萌发，茎段切口处也形成愈伤组织，但极易污染。 

以腋芽直接为外植体，其表面包被鳞片，用升汞 

消毒后将外层剥去，升汞对其内部芽体损伤较小，且 

又保证了消毒效果，在适当的诱导培养基上，能很好 

地直接萌发并在基部形成愈伤组织。而单芽茎段， 

可能是外植体较大，消毒不能彻底 ，一段时间后，大 

部分被霉菌污染，且随着初代培养时间的延续，污染 

率还会陆续上升。从萌发情况来看，腋芽直接接种 

在培养基上，其萌发率较高，就其原因来看，是因为 

幼嫩芽体直接接触营养物质，芽体生长点较容易吸 

收营养物质，从而促其萌发；而单芽茎段，接种中以 

茎梗接触培养基，营养物质需经茎梗运输到芽体，经 

切割和消毒后，茎梗运输系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受 

损，故芽体生长点较难吸收到营养物质，而且受消毒 

后变褐的鳞片束缚，故其萌发率较低。 

2．2 芽诱导分化及丛芽的增殖 

将初代培养中未污染的腋芽芽体不切割直接转 

接在 4种增殖培养基上，一段时间后，均能分化出不 

定幼芽。培养基配方及增殖情况见表2。 

表2 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芽增殖情况 

培养基 

基本培 p(6一BA)p(NAA) 接种数 分化数 增殖系数 

养基 ／mg-L～ ／mg·L 

MS 0．5 0 2．120 42 

MS 0．5 0．2 20 76 3．8 

MS 1．0 0．2 2O l1O 5．5 

MS 2．0 0．1 20 114 5．7 

由表2可见，诱导丛芽分化的培养基中细胞分 

裂素浓度相同时，加生长素的培养基分化出的幼芽 

要比无生长素的培养基分化出的幼芽多；而生长素 

用量相同，细胞分裂素偏高时分化出的丛芽较多。 

说明在第一次继代培养中，一定量的细胞分裂素和 

生长素均能促进丛芽产生。以此4种培养基连续进 

行继代增殖。增殖到第三代发现，其它3种培养基 

中试管苗生长情况较好，而 MS+6一BA 2．0 mg／L 

+NAA 0．1 mg／L中有的培养瓶里少部分增殖苗畸 

型化，看起来略显臃肿，说明此种培养基中细胞分裂 

素过高。可能是随着培养的继续，试管苗产生激素 

累积效应，起初适合的激素浓度变得不再适合。此 

时将该培养基配方中的激素浓度适当降低 ，调为 

MS+BA 0．5 mg／L+NAA 0．2 mg／L，以后继代培养 

中分化苗已不再显畸形。 

因此，在刺萼粉枝莓的继代增殖培养中，细胞分 

裂素不宜过高。若用 6一BA，取 1．0 mg／L为好；或可 

在起初2次继代增殖中适当高，在以后的继代培养中 

再适当降低。从继代增殖全程来看，MS+6一BA 1．0 

mg／L+NAA 0．2 mg／L为最佳的增殖培养基。 

2．3 根的诱导及试管苗炼苗移栽 

将丛芽切成单苗接种于培养基 1／2MS+NAA 

0．05 mg／L培养基上进行根的诱导。3 d后，切口基 

部开始膨大，根原基形成。此后根逐渐变长。20 d 

后，形成较多根，每株苗生根 5条以上，生根率为 

95％以上。此时可对试管苗进行“瓶炼”。把培养 

瓶移到室温条件下，3 d后微开瓶，隔 1 d适当开大 

瓶盖，3 d后全开瓶，2 d之后进行炼苗移栽。移栽 

前，以河砂与锯屑混合作为苗床基质，用消毒剂将苗 

床进行消毒。移栽后要注意保持空气湿度，尽可能 

保证温度，遮荫养护后，成活率可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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