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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金花梨试管苗叶片为试验材料，每叶片横切三刀，培养在 NN69培养基上，先暗 

培养三周再转自光下，实验表明：NN69+细胞分裂素5．0 mr／l(BA2．5+KT1．25+ZT1．25) 

+IBAO．3rag／l为诱导叶片产生不定梢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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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叶片培养的主要目的是用于体细胞诱变 

和基因转移。果树叶片的细胞间隙大，易于从单细 

胞直接诱导分化不定芽，是进行基因转移较理想的 

受体材料⋯。目前以叶片为转化材料获得转基因植 

株在苹果等果树上报道较多 】，在梨上少见报道。 

因此，开展梨叶片离体培养再生技术研究，对采用 

基因工程进一步改良梨品种有重大意义。本试验以 

金花梨试管苗为试材，对其叶片进行植株再生研 

究，以期建立高效、稳定的不定梢再生体系，为采用 

基因工程进一步改良金花梨品种奠定基础。 

l 试验材料及方法 

1．1材料 

采用试管苗刚展开的叶片，在操净工作台上用 

无菌刀片横切伤至中主脉断，每叶片切三块，远轴 

面向下接触培养基进行接种。 

基本培养基：NN69，琼脂粉 5．5g／l，蔗糖 20 

g／l。 

生长调节剂：细胞分裂素(6一BA：KT：ZT= 

2：l：1)1．0 mr,／l、3．0 mr,／l、5．0mg／l、IBA0．1～ 

0．3 mr,／l。 

1．2试验方法 

实验采用2因素3水平正交设计，IJ9(3 )(表l、 

2)。每瓶接种3个叶片，每处理每次接种3瓶，重复3 

次。接种于不同处理的培养基中，先暗培养三周，再 

光下培养。培养条件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温度25± 

2~C，每天光照 l4小时，光强为 20001x左右。 

不定梢诱导率 =发生不定梢的叶片数／接种 

后成活的叶片数 X 100％ 

表1 叶片不定梢诱导正交实验因子水平表 
— —

＼  水 平 
因 素 、、＼  1 2 3 

A细胞分裂素(2BA：1KT：1ZT) 1．O 3．O 5．O 

B IBA(ms／1) O．1 O．2 O．3 

观察值为百分数，属于二项分布，各观察值试 

验误差不一致，因此进行方差分析时需先进行反正 

弦转换 J。 

采用 SPSS for windows 10．0统计分析软件包 

对实验观察数据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等， 

同时对有关数据进行极差分析 】。 

表2 叶片不定梢诱导实验方案IJ9(3 ) 单位：_mg／l 

＼ 因 素 
处 ＼  A(2BA：1KT：IZT) B(IBA) 空列 

1 1(1．0) 1(0．1) 

2 I 2(0．3) 

3 I 3(0．5) 

4 2(3．O) 1 

5 2 2 

6 2 3 

7 3(5．O) 1 

8 3 2 

9 3 3 

2 结果与分析 

2．1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及浓度配比对叶片愈伤 

组织诱导的影响 

叶片接种一周后，开始隆起，出现凹凸不平，表 

明叶片在生长，叶片增大。2O天后，在叶柄、叶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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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出现少量白色愈伤组织。25天后，少部份叶片 切伤处出现芽点或丛芽点。 

表3 不同浓度激素种类及配比对叶片不定梢诱导的影响 

注：细胞分裂素组成及比例：2BA：1KT：1ZT，对各处理愈伤组织诱导率进行 LSD检验，小写字母表示5％差异显著性水平， 

大写字母表示 1％差异显著性水平，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表4 叶片不定梢诱导率正交试验结果方差分析表 

★表示5％ 水平上显著 ，★★表示 1％ 水平上显著 

表5 细胞分裂素、IBA三水平比较 

方差分析(表4)结果表明：A(细胞分裂素)、 

B(IBA)二因素呈极显著差异，说明一定浓度的细 

胞分裂素、IBA对愈伤组织诱导率有显著的影响；比 

较A因素、B因素、A×B的交互作用F值的大小，可 

知影响金花梨优系叶片不定梢诱导率的主要因素 

是A(细胞分裂素)，其次是B(IBA)。由于A、B二因 

素呈极显著差异，故有必要对 A、B二因素各水平问 

进行多重比较，多重比较均采用 LSD测验(表 5)。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细胞分裂素各水平间， 

A1(1．0 mr／1)、A2(3．0 mr／1)与A3(5．0 mr／1)问差 

异极显著，以A，(5．0 mg／1)的效果最好，不定梢平 

均诱导率为73．9％。IBA各水平间，B (0．2m#1)、 

B，(0．3m#1)与B。(0．1 mg／1)间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B：(0．2m#1)与 B，(0．3m#1)差异不显著。以 

B (0．3m#1)的效果最好。 

综上所述，本试验中NN69+细胞分裂素5．0 

mr／l(BA2．5+KT1．25+ZT1．25)+IBA0．3mg／l为 

诱导叶片产生不定梢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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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leaves in vitro of pear cultivars were selected as materials．Results showed that hiisber 

regenewere rate accounted for 87．25％ when turned on the medium with NN69+cytokinin 5．0 ms／l(BA2．5+KT1．25 

+ZT1．25)+IBA0．3rag／1+sucrose 5．5％in the dark for three weeks．then expose to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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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continual booming on landscape market， 

especially china had got the ICRA for Osmanthus Genus，the content of 0．fragrans research is further and further，range 

is wider and wider，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on promoting chinese flower—indust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have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tudies on classification，chemical constituents，cultivation，propagation an d 

normal management。印pHcafion，budding and blooming of o．fragrans lour．The questions about o．fragn~ study also 

have been put forward．In the end。the field and focus of o．fragrans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have been polntc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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