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丝小枣 
组织培养中的抗褐化研究 
■ 朱金英，王友平，高凤菊 (山东省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53015) 

近几年 ，利 用金丝小枣 的主芽、不定芽、茎段 、胚等进行 组 

织培养 ，已经有很 多成功 的报道 。但 对金丝小枣组织培养 中褐化 

问题的研究 ，还鲜见报道。金丝 ／j、枣 是落叶木本植物 ，组织 中含 

有较 高的酚类化合物 ，组织培养 中褐化现 象严重 ，对诱导外植体 

的脱 分化和再分化产生严重影响 ，甚至导 致组培苗的褐化死亡 。 

本文以乐陵无核金丝小枣为材料 ，研究 了影响外植体褐化 的有关 

因素 ，旨在探索控制褐化现象发生的有效途径 。 

材料 

乐陵无核金丝小枣 (3月初采 于山东乐陵市百枣园 )的当年生 

优质 、粗壮根蘖条的健壮水培芽。 

试验方法 

采用单因子试验，每组试验均设对照并重复3次，接种后30天统 

计褐化率 。 

生长调节剂对褐化的影响 

采用改 良MS培养基 ，设 MS+BA0．5+IBA0．2、MS+BA 1．0 

-I-IBA 0．2、MS-I-BA 1．5-I-IBA 0．2和MS+BA 2．0-I-lBA 0．2等4个 

处理 ，每组接种50个芽 ，白砂糖30 g／L，琼脂7 g／L，灭菌前pH值 

6．2，光照 16 hid，光照度3000 Lx，温度25--28 oc(以下试验培养 

条件均相 同 )。 

培养基硬度对褐化 的影响 

培养基均为改 良MS+ BA 0．5+IBA 0．2，白砂糖30 g／L，琼脂 

用量分5．0、6．0、7．0 g，L等3种。 

pH值对褐化 的影响 

改良MS+BA0．5+IBA0．2，琼脂 7 g／L，白砂糖30g／L(以下 

试验培养基均同此 )，pH值分5．4、6．2、6．7等3种。 

不同防褐剂对褐化的影响 

培 养 基 中 分 别 加 入 抗 坏 血 酸 (V C )、 硫 代 硫 酸 钠 

(Na2S203"H20 )、聚乙烯吡咯烷酮 (PVP)和活性碳 (AC )等4 

种防褐剂。 

转种周期长度对褐化的影 响 

将培养基分每1 5天转种1次和每30天转种1次两种处理。 

培养条件 【光照及培养温度 )对褐化的影响 

分 为2种处理 ：接种后进行3天的暗处理 ，温度 15～18 ac和 

接种后置于3000 LX，25~28 oc条件下培养。 

8A的浓度对褐化的影响 

从表 1可知 ，BA浓度低 ，褐化率低 ，褐化 轻 ；随BA浓度的提 

墨置射l艺GREEI~0USE&HORTiCUlTURE 

高 ，褐化率升高 ，褐化变重。 

表1 BA浓度对褐化的影响 

队 {m ) 接种芽救 e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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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o 

1．5 50 

2．0 5o 

培养基硬度对褐化的影响 

从 表2可知 ，琼脂用量大 ， 

用量的减少 ，培养基硬度减小， 

i撙化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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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硬度大 ，褐化率低 。随琼脂 

褐化率升高 ，褐化严重。 

表2培养基硬度对褐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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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对褐化的影响 

从 表3可知 ，pH值6．2时 ，褐化率最低 ，外 植体排 出的褐化物 

少 ，植株长 势旺 ；pH值 升高或降低 ， 

物较多 ，植株黄弱。 

表3 pH值对褐化的影响 

均使褐化 严重 ，排 出的褐化 

p}髓 接种芽敛(个) 糟化芽救(个 ～一一 一 #■j _ )l_l啤  时 

5．4 - 50 11 22 ； 

6．2 50  6 12 

6．7 - 50 15 ’ 30 

防褐剂对褐化的影响 

从 表4可 知，不同种类的防褐剂对乐陵无核金丝小枣的褐 变有 

不 同的影响。硫代硫酸钠 的防褐 效果最佳 ，褐变得到一定控 制， 

茎尖生长与其它组合相 比也有明显 的改善。吸收~JPVPgBAC能有效 

抑制褐化 ，但吸收剂吸收醌 类物 质的同时 ，也吸收培养基 内部分 

养分 ，从而使其组培苗长势较 弱。 

表4防褐剂对褐化的影响 
_。。 ——— ⋯ T 一 ⋯一 一 — — 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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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种周期长短对褐化的影响 

从表5可知 ，转种周期长短也是影响褐变的重要 因子。在试验 

中 ，15天转瓶 1次者 ，植株 色泽正常，生长正常 ，培养基 中无浑 

浊物产生 30天转瓶 1次者 ，植株色泽暗灰 ，生长缓慢 ，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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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浑 浊 ，褐变较 重。 由此可知 ，接种初 期勤转 种 (每 15天转 种 

1次 )，是削弱褐化 的有效方法。 

表5转种周期长短对褐化的影响 

转种周期莲ld l接种芽数t个)j褐化芽数(个) 褐化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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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和温度对褐化的影响 

由表6可知 ，接种初期进行适当的低温暗处理 ，可有效 地减 弱 

本文通过试验探 索 出了乐陵无核金 丝小枣初代培养 的适宜的 

BA浓度、培养 基硬 度、pH值、防褐剂、培养条件及转 种周期等。 

影响褐化的因素有很多 ：BA可刺激 多酚氧化酶 的活性【3】；pH值可能 

对酚类 与酚氧化酶结合部位产生影响【41；Vc将酚氧化酶的Cu”还原 

成Cu ，抑制 了酶 活性【5 ；PVPgl3AC可吸收醌类物质 ，但 有一定副 

作 用 低温可抑制酚 类化合物的形成 ，一 部分 酚氧 化酶系统的活 

性是受光诱导的【6J。另外 ，外植体的生理状态 、外植体的种类和大 

小 、培养基p】、水 的硬 度、糖的浓度∞ 等对褐化 现象 的产生也有一 

褐化现象 。但低温使 细胞分 裂减慢 ，不利 于愈伤 组织的增殖 ，因 定的影响。随着科学 的发展和研究 的深入 ，对于木本植物褐化机 

此 ，必须准确把握低 温处理的时间。 

表6光照和温度对褐化的影响 

乐陵无核金丝小枣组织中含有较高的酚类化合物，在其初代培养 

中褐化现象严重。褐变是 由于外植体组织被切割和接种时，损伤切面 

细胞 中酚类物质外露，多酚氧化酶 (PPO)被激活 ，使细胞 的代谢发生 

变化⋯。酚类物质被氧化后产生呈棕褐色的醌类物质，它们会逐渐扩 

散到培养基 中，抑制其它酶的活性，毒害培养的材料脚。 

理研究将更加深入 ，减少褐化的措施将更完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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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 ，以其营养丰富 、味美 多汁 、气味芳香 而受 到广 大消费者 的青昧。在矿区、 

城 郊开发草莓生产 ，已成 为发展 两高一优 ”农业 的优势项 目。但 露地 栽培 结果期集 

中 ，果实采收期仅限于5月上句至5月下旬 ，加之果 实不耐贮运 ，易造成烂果，给果农 

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鉴于此 ，笔者等根据专家的建议 ，在建平县深井镇果园村进行 了 

草莓小拱棚栽培。这种方法既简便易行 ，又能明显提高经济效益。现将草莓小拱棚早熟 

增产栽培 的主要技术总结如下，供生产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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